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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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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长三角的底色。“聚焦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

成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新质生产力。

从0到1到10的全过程创新中，加强

新质生产力的组织体系，形成头部企

业引领和产业集群，进行突破性的推

进。”《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加快建

设G60科创走廊。对此，市人大代表、

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建议，聚焦上海

国际科创中心的战略定位，建议加强

“三省一市”关于促进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

以科创的新动能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全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

走廊和重要创新策源地，共育更具全

球竞争力的一流科创生态。”

在市人大代表、上海海洋大学党

委书记王宏舟看来，高校应当承担起

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责任，要在

科技创新的联动先导上发挥上海高校

的优势，特别是创新和国际联动的优

势。“申城高校要与长三角区域里的兄

弟大学互通有无，形成更高层面的有

组织科研。在海聚全球英才后，上海

要在国际人才与长三角创新资源间

‘搭桥’，让人才通过上海这一窗口，在

长三角找到更大的创新舞台。”

王宏舟代表表示，高校参与长三

角一体化进程不能仅“抱团取暖”，更

要在联动之后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

作，加入国际创新，吸引国际人才，“大

学不能只想着在国内学科评比中拿

A+，应该面向世界前沿，致力解决国

家‘卡脖子’难题，代表国家在国际舞

台上拿A+。”

创新是底色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长三角龙头如何更好“舞动”？

长三角地

区是我国经济

发展最活跃、开

放程度最高、创

新能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要更

好发挥先行探

路、引领示范、

辐射带动作

用。今年上海

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

要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

展，推动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

协同开放、生态

环保、公共服

务、安全发展等

方面重点合作

事项落地，合力

打造长三角区

域发展共同

体。上海如何

更好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着力

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代

表委员积极建

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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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地缘相近、人文相

亲，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加强文

化的联动和交流也是焦点话题。

市政协常委、文体卫生体育委员

会副主任陈海波建议，长三角文

化认同与融合发展要有“同心圆”

大格局，应加强文化发展战略协

同、文化资源有效整合、文化市场

无缝对接，从“品牌”“平台”和“窗

口”三方面深入推进共建与共享，

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区域文化联结

和高质量发展。其中，上海要充

分发挥“文化码头”的龙头带动和

示范引领作用，树立起全球视野

和战略思维，加强政策协同和市

场联动。

通过在四届长三角文博会的调

研和参与，陈海波委员发现，依托综

合经济优势和良好的区位条件，长

三角文化文创产业正呈现澎湃活力

和鲜明优势，建议以长三角文博会

为牵引共同打造国际性文化活动平

台，整合各方资源共同打响“江南文

化”品牌，凝聚长三角文艺创作的成

果和力量，深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的协同联动，深化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跨区域协同和有机衔接，进一

步有效推动长三角城市间的文化交

流联动。

陈海波委员建议推进“一个窗

口”共建共享，如建设文化展示窗口，

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长三角地区的

文化特色和魅力，尤其是长三角地区

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这个窗

口可以是一个实体展馆，也可以是一

个在线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为各地文化提供展示和交

流的窗口，创造对外文化交流的窗

口。通过共同培育城市新型文化产

业集群，打造国际文化交流品牌矩

阵，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从而

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全球文化对

话、合作与竞争。”

科技创新 代表国家在国际舞台拿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的先手棋和突破口，今年也是一体

化示范区建设五周年。地处示范区

核心区域，市人大代表、金泽镇党委书

记方志坚对于一体化感受颇深。

“身处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的最前沿，我见证了示范

区生机勃勃的发展形势，切身感受

到了国家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力度与决心。”方志坚代表表

示，《政府工作报告》中“长三角一体

化”“长三角示范区”是高频词，这让

长三角示范区成为投资热土和发展

高地。“华为青浦研发中心今年6月

将正式交付使用，将聚焦终端芯片、

无线网络和物联网等领域，打造华

为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并将导入3

万—4万名研发人才，约占华为全球

员工的8.3%，同时将吸引更多的科

技人才、相关科技企业、高校入驻。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已落地

生根，复旦大学国际融合创新学院

也将奔赴而来，预计师生规模达

18000人。”

“根据调研，华为青浦研发中心

启用后，教育医疗、商业商贸将会存

在较大的缺口。”方志坚代表直言，

加快相关配套十分必要，教育方面

建议增加学位供给，在华为青浦研

发中心附近引进优质公办教育资

源，并优化学籍管理，研究专项支持

政策；商贸方面，目前周边商业体

量较小、商贸类型单一，周边酒店

还存在空白，无法满足商务、会务

需求，加快配套也是当务之急。“建

议能结合金泽镇闲置央企、市属国

企土地资源的盘活利用，植入高端

公服设施。”

长三角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勾

画民生福祉“同心圆”也备受关注。

“在长三角示范区，跨行政区就医越

来越便利了。”在市人大代表徐瑞芳

看来，三省一市持续分类推进各领

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在医疗一体

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青浦区会

同浙江嘉善、江苏吴江两地通过区

域医疗行业治理以及服务模式创

新，借助创新数字化技术，对内赋能

青浦数字健康城区智慧医疗模式，

对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优质医

疗资源持续整合，积极打造示范区

智慧医疗服务共建共享的发展模

式。“去年9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也就是市民熟悉的‘红房子’

医院在青浦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启

动了新院区，探索成立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妇产科联盟，着力提升高

频民生事项‘跨省通办’水平和妇产

科重大疾病救治能力，为一体化示

范区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妇幼医

疗服务，打造辐射长三角的医疗卫

生服务新标杆。”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要全

力推进外电入沪等跨区域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

制机制。对此，市政协委员李桂生

分析，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龙头，上海

的电力需求长期处在高位，对市外

来电十分依赖，“双碳”进程中，上海

电力保供与低碳转型交互影响，电

力供应格局加速演变，考虑极端情

况发生概率增加，电力供需相关问

题可能更加突出，需要提前关注和

谋划。“为保障电力有序供应，增加

能源保障裕度，本市在落实电源接

入、皖电东送、西南水电、电力交易

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措施的同时，还

需要紧紧依靠区域互济，从海上风

电和抽水蓄能两个方面提升电力安

全保供能力，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

产业项目 示范区成投资热土发展高地

科技创新 代表国家在国际舞台拿  

文化品牌 发挥上海“文化码头”龙头作用

公共服务 示范区勾画民生福祉“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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