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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点半，家住苏州吴江黎
里的陈川芹已经起床，收拾停当，6
点50分，他准时坐上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公交2路，开启上班之路。
半个小时后，示范区2路带着

陈川芹和许多跟他一样的上班族，
抵达位于上海青浦的东方绿舟站，
这里离连通虹桥枢纽的轨道交通
17号线，步行只需2分钟。“公交＋
地铁”的出行方式，不仅让陈川芹跨
省上班更加方便快捷，跟之前只能
挤私人大巴相比，通勤费用也省了
不少。
对于同样需要在青浦、吴江间

往返上班的杨女士来说，示范区公
交2路则直接拉近了她和家之间的
距离。“以前公交不太方便的时候，
我都是每周末才回一趟家。有了公
交后，我每天都能回家，都能看见儿
子，一起吃晚饭，很幸福！”

2019年11月1日，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11

月4日，青吴嘉（上海青浦、江苏吴
江、浙江嘉善）区域内5条具备试行
条件的跨域公交正式运行，“示范区
人”率先感受到了交通一体化带来
的新气象。4年，示范区启用了8条
跨域公交，累计发送旅客289万余
人次。

4年，这条跨域之路，在示范区越
走越宽。今年9月9日上午，在嘉善
县施家南路的一家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来自吴江的吴红英刷医保账户买
了两盒降压药。只是简单的刷卡买
药，67岁的吴红英成为示范区定点零
售药店医保跨省结算的首批“受益
者”，这样的便捷，让她感慨不已。
今年初，示范区内参保人员跨

省定点零售药店异地购药直接结
算，被列入2023年示范区医保一体
化建设工作要点，青吴嘉医保部门
多次协商，打通三地政策堵点，9
月，示范区内定点零售药店跨省医

保实时结算服务顺利上线。如今，
示范区内872家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已全部实现免备案异地购药直
接结算。
在日前印发的示范区第四批公

共服务项目清单里，包括定点药店
异地购药医保结算、医疗费报销网
办“零跑动”、“养老＋互联网医院”
医疗联动服务等在内的便民项目，
被“点名”在2024年落实。4年，示
范区发布了四批公共服务项目清
单，涉及教育、医疗、养老、政务服
务、文化旅游等9大领域57个具体
事项，这些，都是“示范区人”触手可
及的幸福。
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

国家战略五周年，作为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试验田和突破口，示
范区的探索也开启了第五个建设
年，从互联互通到产业创新，从生
态环保到民生保障，示范区都在
努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样
板间，透过这个窗口，一体化发展

的未来可见一斑。
民生无小事，对于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而言，民生福祉也是
“试金石”。一体化发展，不仅要让
城市群能级“1+1+1+1>4”，更要让
“长三角人”真切感受到发展带来的
红利。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之间基

本实现高频次“1小时交通圈”，沪
苏湖、通苏嘉甬等一批项目建设持
续推进，跨省出行如“串门”；长三角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成立，
加强跨界水体联防联控，推进区域
生态廊道建设，天更蓝水更绿，生
态环境更友好；至去年底，跨省异
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覆盖长
三角全部41个城市1.5万余家医
疗机构，累计结算1300余万人次，
优质医疗资源共享……这些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正让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国家战略一点一点具象化，
成为老百姓可以感知的日常，成为
“长三角人”引以为傲的幸福。

一体化发展，可感知的幸福

“长三角人”由“好邻居”变“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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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网

跨省出行如串门
“以前复兴号没有开通，合肥到

上海的高铁频次也没有这么多，现在

最快不到2小时就能到合肥。”随着

高铁的开通，合肥客运段高铁一队列

车长杨倩的“双城生活”越来越方便

了，“中午11：30从家中出发，到上海

虹桥站坐下午1：54的高铁，3点多就

到合肥了。”

纵横交织的高铁网为三省一市

居民的就业和生活提供了更多选择，

“双城”生活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一

道风景线。与此同时，加载了交通、

文旅等功能的社会保障卡的推广和

应用，让长三角城市间出游可享“同

城待遇”，一卡通行。

今年“五一”，浙江杭州的黄女士

带家人到安徽亳州走亲戚。“我们在

曹操地下运兵道和花戏楼等景点游

玩时，都是直接刷电子社保卡购票、

验票，非常方便。”黄女士说，刷社保

卡买票验票操作很简单，现场也有工

作人员提供帮助，省去了现场排队购

票或用手机支付的麻烦。特别是同

行的老人和小孩，也按照当地标准，

直接减免票价。

截至2022年底，长三角高铁营

业里程超6600公里并且还在扩建；

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67万公里，33

个省际高速公路接口让省际通行时

间明显减少；三省一市累计发行超

4000万张加载交通功能的第三代社

保卡，可在长三角全部设区市及全

国318个城市乘坐公共交通一卡通

行……越织越密的城际交通网与都

市圈通勤交通网，正不断消融长三角

时空中的“断点”，让“长三角人”由

“好邻居”变“一家人”。

一扇门

关键小事跨域办
在上海，进一扇门办四地事，已

经成为很多融入生活、工作在这里的

“长三角人”的生活日常。2020年，

在长三角“一网通办”的总体部署下，

上海公安机关有力推动长三角区域

公安业务跨省通办，也就是在这一

年，康健派出所的办事窗口搬进了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

“在我们的办事窗口，可以为长

三角居民办理包括跨省户口迁移、新

生儿入户、身份证首次申领、临时居

民身份证申领等业务。”上海市公安

局徐汇分局康健新村派出所窗口民

警印君说，这些高频“关键小事”的跨

省通办，为“长三角人”办事提供了很

大的便利：“记得我们办理的一起长

三角新生儿落户业务，孩子的父母都

是浙江户口，当时疫情影响，往返沪

浙两地非常不方便，以至于孩子出生

将近一年都没有申报户口，孩子又有

先天性疾病，没有户口，看病困难。”

2021年6月，孩子父母得知长三

角新生儿入户可跨省通办后，马上到

窗口询问并办理，2天后，他们就收

到了载有新生儿登记信息的户口

本。“目前，除了一些出于安全考量，

明确必须要本人到场的事项，几乎所

有公安所涉政务服务业务在长三角

都已经实现了‘跨省通办’。”上海市

公安局指挥部国合处长三角警务合

作科科长王惠东说。

新生儿跨省入户、结婚登记跨省

办理、长三角出生“一件事”……2019

年5月，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

会上，长三角“一网通办”正式上线，

至今已有152个政务服务事项可在

长三角41个城市跨省市通办。

一张卡

顶级专家门口看
安徽马鞍山的胡先生退休后常

居上海，因为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病，

以前他要从居住的浦东，转3趟地

铁，到位于浦西的马鞍山医保服务站

报销“慢特病”门诊的费用。“门诊慢

特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开

通后，胡先生只需带着社保卡，到就

近定点医院，便可以完成挂号、就诊、

拿药，还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省去了

路途的奔波。

“我是周一在总院看专家门诊，周

二到无锡分院做手术，周三在分院看

专家门诊，周四、周五回到上海总院做

手术，周末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无锡，

进行一些学术交流……”这是瑞金医

院无锡分院普外科执行主任孙晶一周

的行程安排，而这里的许多医生都过

着和他一样的“双城生活”，只为把最

好的医疗资源送到病患身边。据统

计，已有700多名上海瑞金医院专家在

无锡分院完成执业注册，并定期开展

诊疗活动。对无锡人来说，在家门口

看“上海专家”，已经成为现实。

在长三角，不论是医保跨省结

算、检查结果互认互通、远程医疗咨

询服务的应用，还是一家又一家顶级

医院分院的落地、一个又一个医联

体和专科联盟及科联体的成立，长三

角地区的医疗“朋友圈”正不断壮大，

优质医疗资源加速共享，惠及更多有

需要的病患。

一家亲

异地养老也舒心
今年是陈伟莉在嘉兴逸和源湘

家荡颐养中心的第7年。陈伟莉是

上海人，不过十多岁便离开了上海，

在内蒙古生活了40多年。2003年，

退休后的她和老伴一起，回到了心心

念念的故乡定居宝山，2016年老伴

离世后，她重新规划起自己的未来。

按照她一个月7000元左右的退

休工资，想过得舒心自在，她把眼光

转向了嘉兴。“一个朝南套间30多个

平方米，配套齐全，整体环境也不错，

房费一个月3400元，性价比很高，最

重要是有事‘叫得应’。”在逸和源嘉

兴基地，1600张床位的800多名常住

老人中，近六成来自上海。随着交通

出行、医保直接结算、长护险异地结

算等配套服务在长三角地区不断完

善和持续探索应用，异地养老成为很

多老人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和陈伟莉不同，陈国旗的养老方

式更像候鸟。平日在家帮着照顾孙

子，遇上暑假，他就会和爱人一起，约

上一群老友“躲”进浙江衢州七里乡，

过上一两个月悠闲的避暑生活。原

生态的山水，独特的小气候，让七里

乡成为备受上海老年人青睐的避暑

康养之地。每到暑期，常住人口

2000多的七里乡，4000多个农家乐

床位一床难求，其中70%—80%是上

海游客。

2023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

座谈会指出，要加快推动长三角生

态绿色康养基地建设，鼓励推行长

三角区域异地养老、候鸟式养老、疗

养式养老、田园式养老模式。对于

老人而言，心安之处即是家，有了政

策的支撑，长三角各地生态环境优

秀的“后花园”，都有望成为老人们

“家中的花园”。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如果要给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画一幅画，你会
画什么？是早出
晚归跨省上班的
日常，还是进一
扇门办四地事的
便捷？是在家
门口就能找到
上海专家看病，
还是说走就走随
处可落脚的惬意
晚年……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五周
年，一幅幅关于
老百姓日常出
行、办事、医疗、
养老等方方面面
的民生图景，让
国家战略有了鲜
活的“面容”。

一张网、一扇门、一张卡、一家亲……一体化画卷绘就幸福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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