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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共商一体化大计，共谋高质量

发展。5月22日上午，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高层论坛在安徽芜湖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致辞。安徽省委书
记李锦斌主持论坛。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

勇，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江苏省委副书记、
省长吴政隆，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浙江省委副

书记、省长袁家军，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李

国英，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论坛。
李强在致辞中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合作

由来已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关心指导下，长三角一体化持续深

化，特别是去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全
面提速的新阶段。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长三角地区应当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担起更重要的使命。
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更好引领

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殷切希望，是长
三角2.2亿人民的热切期盼，也是长三角一市

三省共同的奋斗目标。
李强指出，新时代是一个改革创新的时

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本身就是一场改革创
新的生动实践。长三角一体化是共性与个性

相得益彰的一体化，既要通过多层次、各领

域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筑牢共性本底、厚
植共性根基；更要支持各地打造特色亮点，

彰显个性特征，形成多姿多彩、交相辉映的
发展格局。长三角一体化是合作与竞争辩证

统一的一体化，既要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深化全方位、多层

次合作，持续放大规模效应、协同效应、集聚
效应；更要着力构建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发

展环境，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生动局
面，让一切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活力和源泉

竞相迸发、充分涌流。长三角一体化是集聚与

辐射相辅相成的一体化，既要着力提升长三
角集聚全球资源要素的能力，在更大范围吸

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整体提升区域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更要着力增强辐射带动的能力，使

更广大地区都能通过长三角的平台通道，利
用国内外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好地

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李强强调，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美好
愿景化为现实，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

要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更需要
广泛汇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这次高层论坛

的创办，为长三角搭建了一个碰撞思想、交
流见解的新平台，期待各位专家集思广益、

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共同书写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的辉煌篇章。

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
聘教授徐宪平，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

协副主席周汉民，科大讯飞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庆峰作主旨演讲。与会专家围绕高质量一
体化赋能强劲增长极、科学配置资源打造活

力动力源两个话题进行圆桌讨论。
论坛上举行了长三角新全媒联合体启动

仪式，李强、娄勤俭、车俊、李锦斌共同启动。
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常务副省（市）长、党

委政府秘书长，党委政府有关副秘书长、政

研室主任、发改委主任及分管副主任；安徽
省长三角专题合作组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
有关专家；研究机构和智库代表；企业家代

表；长三角新全媒联合体成员单位负责同志
等参加论坛。

本届论坛以“长三角：共筑强劲活跃增
长极”为主题，由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

议主办，上观新闻、安徽日报客户端、交汇点
新闻客户端、浙江新闻客户端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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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洁）一地认证，全网

通办，昨天下午，在安徽芜湖召开的2019年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传来消息，

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正式开通
运行。

记者了解到，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14

个城市目前已实现首批51个政务服务事项

（企业事项30个、 个人事项21个）“一网通

办”。今年，将完成长三角城市群26城接入长
三角“一网通办”。

长三角地区要打造成为全国首个区域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旗舰店，这一目标如何

实现？三省一市先行探索：

■ 跨省身份认证
建立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用户跨省身

份认证体系。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按
照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有关统一身份认证的

要求与国家平台对接，依托国家平台统一身

份认证系统进行信任传递，实现个人用户和

法人的跨省身份认证。确保长三角地区政务
服务用户在三省一市实现“一地认证，全网

通办”。

■ 数据互联互通
建成长三角地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

现三省一市数据互联互通。三省一市共同制

定数据交换规范、数据质检规则等，实现数

据对接，完成政务服务事项办件库和事项库
建设，数据入库率达100%，提供办件查询、

附件下载等9项服务。5月10日平台上线以
来，累计交换办件信息数据98万余条，办理

跨省办件4648条，各类数据总量297万余条，
为三省一市“一网通办”运行提供基础支撑。

■ 统一规范标准
统一和规范长三角“一网通办”业务标

准，逐项确定事项标准和办理模式。三省一
市逐项明确首批30项企业事项和21项个人

事项办理标准，包括统一名称、明确办理内

容、办理模式等。30项企业事项，三省一市14

城全部能提供异地办理服务，其中，“内资有

限公司设立”全程网上办理，另外29项采取
收受分离的线上线下联动模式。21项个人事

项，上海提供20项服务、江苏1城提供9项、浙
江4城提供11项、安徽8城提供7项。

■ 开通专栏专窗
完成企业和个人服务事项上线，开通线

上专栏和线下专窗。

三省一市共同制定《长三角地区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技术标准》，并在各自政务服

务总门户开设专栏。对接国家标准，在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设立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旗舰店，成为全国首个区域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旗舰店。

三省一市共同确定线下专窗工作机制
和标准规范，目前开通120个线下办理点，其

中，上海24个、江苏11个、浙江47个、安徽38

个，同时实现长三角“12345”政务热线互转。

■ “无感漫游”上线
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APP“无感漫游”上

线运行。三省一市共同确定首批“无感漫游”

服务清单共176项，实现跨省异地切换，通过
各省间用户信任传递，完成用户授权对接调

试，一次登录即可享受所有入驻移动端汇聚

页服务。上海提供31项服务，江苏、浙江、安

徽平均提供约20项服务 （省级或市级）。同
时，三省一市政务服务移动端APP实现7个证

照电子亮证，包括企业营业执照、居民身份
证、驾驶证、结婚证、居住证、行驶证、出生医

学证明等。
便利的背后，是打破行政藩篱、推动数

据共享的先行探索。面对共同的目标，四地

“尖兵”齐聚，攻坚克难。
下一步，三省一市将建立长三角“一网

通办”长效运维保障机制，保障专栏、专窗、
移动端APP“无感漫游”、数据共享交换质量；

进一步拓展接入事项，推出第二批企业和个
人服务事项；推进长三角“12345”政务热线

服务咨询和投诉一体化；扩大线下专窗接入
范围，今年完成长三角城市群 26城接入长

三角“一网通办”。

    本报讯（记者 陆玮鑫）为贯彻落实长
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合作协议，促进长三角体
育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长三角体育产

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近日，长三角地区体
育产业协作会正式发布了2019年度长三角

地区最佳体育旅游项目。其中包含26个长三
角最佳体育旅游目的地、14个最佳体育旅游

线路，以及11个最佳汽车运动营地。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协作会由上海市
体育局、江苏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局、安徽

省体育局和上海体育学院联合组成，实行定

期轮值工作制。自去年起，为进一步打造体
旅结合的新模式，三省一市相关负责人积极

商议，筛选出2019年度长三角地区最佳体育
旅游项目入选名单。

经过评选，上海美帆游艇俱乐部、上海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上海碧海金沙景区、

上海东方绿舟景区、上海奉贤海湾森林休闲

体育基地、上海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江苏龙
池山自行车公园等26个项目入选长三角最

佳体育旅游目的地；F1上海站观赛旅游线
路、江苏南京江宁美丽乡村穿越线路、江苏

苏州吴中环太湖骑游线路等14个项目入选
长三角最佳体育旅游线路；江苏南京汤山温

泉房车露营地、江苏扬州途居露营地、江苏
苏州太湖一号汽车自驾车露营地等11个项

目入选长三角最佳汽车运动营地。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开放程度最

高、发展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长三角正迎

来“体育+旅游”的发展新契机。适时发布长
三角最佳体育旅游项目，将进一步提升三省

一市的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促进区域体育消
费提档升级，助力长三角打造全国体育产业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沪杭甬温合宁苏
昨起轨交“一码通”

2019年度长三角最佳
体育旅游项目发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曹刚）从昨天起，

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合肥、南京、苏州实
现轨道交通二维码手机扫码过闸“一码通

行”，长三角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地铁刷码互
联互通的城市群。

“沪杭甬温合宁苏”市民只需使用本地

城轨官方APP，即可获得跨城市顺畅的轨交

出行体验。上海市民更是“抢鲜”一步，使用

“METRO大都会”APP，可畅行七城轨交。
长三角一体化去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长三角轨交互联互通积极响应。去年12月

底，“沪杭甬”成为首批互联互通城市，如今

随着江苏、安徽加入，长三角三省一市交通
一体化的新格局初现轮廓。七座城市的轨交

运营总里程超过1480公里。
目前，已有近20万人开通了“沪甬”“沪

杭”互联互通服务，每周增加近万名新用户。

越来越多的长三角市民乘客选择“一码通”

出行。预计到今年底之前，长三角将有10座
城市的地铁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未来还计

划覆盖到长三角其他主要城市，推进长三角

成为全国第一个交通一体化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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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7座城市的互通情况如下：

上海 通杭州、宁波、温州、合肥、南京、

苏州
杭州 通上海、宁波、温州、合肥、南京

宁波 通上海、杭州、温州、合肥
温州 通上海、杭州、宁波、合肥

合肥 通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南京

南京 通上海、杭州
苏州 通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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