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月 30日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用专门一章明确提出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 10月 25 日 国务院正式批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作为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顶层
设计，标志着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

◆ 11月 1日 两省一市在沪共同召开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两省一市主要领导为一体化示范区、示范区理
事会、示范区执委会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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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昨天，国
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公布全文。
《总体方案》由总体要求、定位和目标、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率先探索区域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加快重大改革系统集成和改革试点经验共享
共用、强化实施保障等 6个部分组成，明确了 45条具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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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示范区范围包括上海市

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
省嘉兴市嘉善县，面积约 2300平方

公里。同时，选择青浦区金泽镇、朱
家角镇，吴江区黎里镇，嘉善县西塘

镇、姚庄镇作为一体化示范区的先
行启动区，面积约 660平方公里。

从《总体方案》内容看，具体有

十大看点———

看点一一体化示范
区的角色定

位：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

看点二一体化示范
区的初心使

命：初心是生态绿色和一体化，使命
是两个“率先”（率先探索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率先
探索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

度创新）。

看点三一体化示范
区的战略定

位：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绿色创新
发展新高地、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

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

看点四一体化示范

区的空间布

局：“两核、两轴、三组团”，多中心、
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的江南水乡

特色格局。“两核”即环淀山湖区域

和虹桥区域，“两轴”即沿沪渝高速

和通苏嘉高速的两条创新功能轴，
“三组团”即以青浦新城、吴江城区、

嘉善新城等节点为支撑的城市功能
组团。打造“多中心、组团式、网络

化、集约型”的空间格局意味着示范
区将统筹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

间，不搞集中连片式开发。同时，先

行启动区着力构建“十字走廊引领、
空间复合渗透、人文创新融合、立体

网络支撑”的功能布局。

看点五一体化示范

区的生态目
标：到 2025年，主要水体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达到 95%以上；绿化覆
盖率达到 42%以上；先行启动区蓝

绿空间占比不低于 75%。

看点六一体化示范

区的制度创

新：重点围绕规划管理、生态保护、
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

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和公共信用

等八个方面率先开展一体化制度创

新，示范引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

看点七一体化示范

区高质量发
展：以水为脉，保护水生态、提升水

品质、做好水文章，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华为研发基地落户青浦西岑社

区，充分说明“有风景的地方就会有
创新经济”。示范区将以西岑科创中

心、汾湖高新区和高铁科创新城等
为发展组团，形成蓝色创新珠链，为

长三角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探索路径和提供示范。

看点八一体化示范
区的改革集

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的
全面深化改革举措，可以在地方试

点的，一体化示范区将集中落实、率
先突破，进行系统集成。

看点九一体化示范
区的经验共

享：两省一市实施的改革创新试点
示范成果均可在一体化示范区推

广分享，具体包括加快构建高质量
发展体系、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激

发创新创业活力、提高政府行政效
能等。

看点十一体化示范
区的体制机

制：建立“理事会+执委会+发展公
司”三层次架构，形成“业界共治+

机构法定+市场运作”治理格局。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杨洁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 十大看点

    “未来的示范区，生态绿色是底

色，创新经济是亮色，古镇文化是彩
色。白天人们在湖区中创新，晚上在

古镇里休闲，非常有味道、有前景。”
昨天下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

范区执委会举行新闻通气会，上海市
政府副秘书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主任马春雷这

样描述他理想中的未来图景。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总体方案》昨天已全文发布。

方案落实情况如何，执委会与两区
一县在前期做了哪些筹备工作，未

来又将推进哪些重点工作？在昨天
的通气会上，示范区执委会与两区

一县有关负责人作了相关解读。

《总体方案》凝聚共识
总体方案明确了示范区建设的

空间布局，体现江南水乡特点，确定

为“两核、两轴、三组团”。“三组团”
即以青浦新城、吴江城区、嘉善新城

等节点为支撑的城市功能组团。
为什么是青吴嘉？随着方案全文

公开，这一核心问题再一次被提及。
马春雷介绍，示范区位于两省

一市共同交界的区域，具有特殊的

地理位置。不仅如此，从发展前景来
说，交通方面，示范区交通便利，距

离上海、苏州、嘉兴不过五六十公
里；生态环境好，水网密布，有让人

梦寐以求的蓝绿比；文化方面，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镇星罗棋布。“这三个

基础条件很多地方不具备，或者说，
三者组合起来，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这样的地方。”马春雷说。

《总体方案》的起草过程是一个
凝聚共识、推进共识的过程。沪苏浙

两省一市抽调骨干力量组建工作专

班，在起草过程中反复沟通协调。
“在方案中涉及许多专业领域，两省

一市有强大后援团帮助细化方案。”
马春雷说，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印

发的《总体方案》充分体现了示范区
的发展诉求。

执委会出征当先遣
11月 1日，一体化示范区、示范

区理事会、示范区执委会揭牌。

“揭牌意味着出征，执委会是出
征队伍中的先遣队。”马春雷说。

目前，执委会通过深入研究总
体方案，已经确定示范区近期 30多

项重点工作，并形成《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

（2019年 11月—2020年 11月）》。

示范区建设在大胆试、大胆闯的

过程中，难免遇到诸多棘手难题，牵涉

到诸多行政主体，就是其中一项。马春
雷这样“报账”：“两省一市，3个主体；

苏州、嘉兴，两个市，就 5个了；‘两区
一县’，8个；先行启动区有 5个镇，这

样就是 13个；再加上国家层面上有推
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两核’中还有虹桥商务区管委会；

如果再加上我们示范区执委会的话，
至少有 15-16个，层级非常多。”

千头万绪怎么处理？马春雷希
望至少执委会能够处理好上与下、

左与右、统与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
关系。“我们现在探索一体化，需要

破解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弊端，千万
不能再‘添堵’。”马春雷说。

两区一县摩拳擦掌
昨天的通气会上，两区一县负

责人介绍了各自优势与下一步工作

重点。
“结合示范区产业发展清单，在

已有的会展贸易、北斗导航、快递总
部、通用航空、跨境电商等五大产业

功能平台基础上，未来 5-10年力争
打造 3-5个千亿级产业平台和一批

百亿级产业集群。”青浦区区长余旭

峰介绍。
吴江区区长李铭表示，将坚持

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推动
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高，做

好与青浦、嘉善的产业协同。未来将
全力推进沪苏湖、通苏嘉甬两条高

铁建设，争取上海地铁 17号线西延
与苏州轨交 10号线在苏州南站无

缝换乘衔接。
嘉善县县长徐鸣阳介绍，就在前

天，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举行开工奠
基仪式，这是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后第一个跨区域合作园
区，将重点发展以智能传感产业为

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经
引进项目 8个、总投资超 130亿元。

把绿色底色擦更亮
“生态绿色”是示范区发展的关

键词。作为上海之门，未来青浦区将

如何规划？余旭峰表示，生态绿色是
青浦区最亮丽的底色，要践行好“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亮丽底色
擦得更亮。下一步青浦区的重点工

作主要包括：

第一，会同吴江、嘉善，推进区
域生态环境治理，特别是大江大湖

的治理。第二，把农村生态空间作为
先手棋、突破口。示范区内的金泽与

朱家角有 56个村，决心在 2020年
前全面完成人居环境的整治，在此

基础上，用三年左右时间把 56个村
逐步创建成为上海市市级美丽乡

村。与此同时，要聚焦广阔农业地
区。第三，推动绿色经济、总部经济

的发展。 本报记者 杨洁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未来图景

白天在湖区创新 晚上在古镇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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