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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沪苏浙皖两会中的“长三角”

本报记者 黄佳琪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彰显‘诗画江南’独特韵
味”……上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步迈入省级“两会时
间”。翻看四地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长三角”成为高频词。
祥龙昂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

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如何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
用？三省一市有哪些共同的关键词？

发展成绩单提振信心
过去一年，沪苏浙皖发展成绩单提振

信心。上海2023年GDP达到4.72万亿

元，江苏GDP达12.82万亿元，浙江GDP

达8.26万亿元，安徽GDP达4.71万亿元。

从全国范围看，2023年长三角地区GDP

突破2022年的29.03万亿元，迈上30万亿

元新台阶，约占全国比重的24.2%，值得一

提的是，三省一市GDP增量超1.4万亿元。

无疑，一系列互联互通举措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对于2024年，四

地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要“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提出，将制定实施第三轮三年行

动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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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G60科创走

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合力打造长三角

区域发展共同体。

江苏提出，将联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建好用好

先进技术成果长三角转化中心，推进沿沪

宁产业创新带、宁杭生态经济带、G60科

创走廊、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展基地建

设，规划建设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推

动沿海港口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枢纽融

合发展，更高水平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

浙江提出，要加快建设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片区和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南向拓展带，推动数字长

三角、“轨道上的长三角”等建设取得新

进展。

安徽提出，要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这个最大机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共建共

享。协同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地，加

强战略科技力量合作共建。深度参与产业

链供应链分工协作，加快产业锻长补短。

跨域项目携手突破
作为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今年将迎来建设五

周年，如何加快推动示范区在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上海市人大代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新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朱翊元建议，要发挥上海先行先试作

用，如支持示范区借鉴上海工程建设项目

“容缺受理”“桩基先行”“分期验收”等一

系列创新举措，在示范区推广临港新片区

“特斯拉审批模式”等更多的改革政策。

江苏省人大代表、苏州市吴江区委副

书记、区长王国荣强调要大胆试、大胆闯：

“持续深化沪苏同城和江苏浙江联动，全

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坚持项目建设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探索

形成更多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坚持共建

共享共治，突出生态联保、协同共治，在教

育、医疗、养老、政务服务等方面形成更多

同城化事项，让百姓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得到更多可观可感的实惠。”

浙江省人大代表、嘉善浙江大学长三

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副主任刘东红建议，

进一步加大对示范区创新平台的支持力

度：“对于新建的长三角高能级科创平台，

希望加大政策、人才以及资金方面的支

持。比如由政府主导或引导设立天使资

金，为平台成果转化项目提供初期的支

持，推动模式创新，打通成果转化‘最初一

公里’。”

IP与文旅“双向奔赴”
旅游兴带动百业旺。去年以来，文化

和旅游消费恢复势头强劲，成为拉动整体

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从有“淄”有味到

“滨”至如归，再到《繁花》带火上海一众

“打卡地”。

“积极探索沉浸式体验，虚实结合游

览等文旅新业态”“加大文旅资源境内外

推介力度”“推动农文旅、商文旅、体文旅

等一体发展”——四地政府工作报告中，

文旅是高频词，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热议各地文旅“花式整活”，探讨IP与文旅

的“双向奔赴”。

《繁花》的热映给浙江省政协委员、省

作协副主席张凤翔带来了新的启发。他

表示，各地文旅大战中《繁花》成为上海文

旅一块招牌，直观地展现了一个成功的IP

对地方文旅和经济的带动作用。每一个

IP都是一座富矿，作家能否在自己的小说

中有意识地引入本地山水、人文和精神等

元素，将城市元素和优秀IP形成一定联

结？如果本地文旅再借势发力，就能形成

IP—文旅双向促进的良好生态，带动文旅

和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地缘相近、文脉相通、文化旅游资源丰

富的长三角，如何进一步打造全域旅游，成

为“网红”并走向长红？江苏省政协委员、

扬州瘦西湖旅游度假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

陈万庆认为，现在人的出行方式变了，目的

性变了，更多是沉浸式体验式获得感满意

度。当下很多时候是制造热点，但是更多

还是要静下来，产品为王，用更多新的呈现

方式、新的文化元素、新的表达来为整个旅

游加分加持。真正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沉浸

式的旅游，让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人

从中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在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当下，长三角三省一市间如何加强文化

的联动和交流成为聚焦话题。对此，上海

市政协常委、文体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

陈海波建议，三省一市应加强文化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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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文化连接和高质量发展。

传承活化运河文化
千里运河，迤逦穿行，大运河不仅承

担着重要的水利功能，沿途还孕育了诸多

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景观。今

年，是大运河成功申遗10周年。如何更好

保护与传承，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

貌，让运河两岸的“人文经济”新势力更加

勃发？

江苏省政协委员，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郑晶表示，江苏是

中国大运河相关文化遗产资源最丰富的

省份。江苏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探索，但在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方面还需进一步

加强。首先，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深化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其次，要

提高文化产品供给和传播效能，强化大运

河文化创新发展。

位于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大运河浙江

段，是至今仍在活化利用的省段之一，在中

国大运河中占据重要地位。浙江省政协常

委、副秘书长（兼）、提案委副主任，农工党

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吴道涛建

议，突破就河论河局限，塑造“一轴两翼”文

化地标，深度阐释以大运河为基底的浙江

历史文化谱系。建立省级运河文化研究

院，开展历史、文献、名人、古镇、民俗等研

究；设立运河文学奖，集聚最有特色、最有

价值、最有潜力的大运河文化资源，力争在

文学、影视、戏曲、舞台剧等领域形成一批

扛鼎之作，让大运河蕴含的民族精神，穿越

时空的当代价值“流动”起来。

大运河文化同样是提升安徽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载体。“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

遗成功10周年。大运河安徽段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目前也迎来历史上最好时期。”

安徽省人大代表、运河文化学者余敏辉表

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敬

畏之心、珍爱之情、扎实之举，保护好文化

遗产、传承好历史文脉、建设好精神家园，

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安徽段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此外，

要充分发挥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

打破现有行政区划，一体推进大运河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