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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从青弋江畔到太湖之滨，我们有约
毛丽君

    一记“冲锋号”响，长三角一市三省为之
同频振动。 今天上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
项目·沪苏湖铁路开工仪式在浙江湖州隆重
举行，与此同时，沪苏湖铁路上海段、江苏段建
设动员会在上海、江苏同步举行，一起开工的，

还有安徽扬马城际铁路马鞍山枢纽工程。

这是沪苏浙皖首次联合举行重大项目
开工活动， 而它也为长三角地区最重量级的
“一期一会”打响了头炮。今天上午，2020年度
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湖州拉开大幕。从青
弋江畔到太湖之滨，过去的一年，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有太多值得记录。

过去的一年，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实施的一年。 一年来，无论是
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还是在生态环境、公共
服务等领域，长三角区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规模效应、协同效应、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路通才能事通。上海牵头推进打通断头

路专项行动， 第一批推进的 17条省际断头
路中，2条已通车，1条已贯通， 其余 14条
均已开工。今年 4月，《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
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出台，包括
沪苏湖铁路在内的一批重大项目已紧锣密
鼓地推进，长三角区域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有
了新的更高要求。

在创新协同方面，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的搭建，整合了一市三省 2400多家
机构的 3万多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施，总
价值超过 360亿元。 长三角的企业可以更方
便地利用一市三省的科技信息和资源， 提高
研发效率、减轻成本负担。

与此同时，“长三角人” 的获得感也在不
断加码。 长三角在全国率先探索区域性异地
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目前已覆盖长三角 41个
地级市，累计结算逾 102万人次。依托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长三角推进跨省身份认证、电
子证照共享，一市三省实现企业营业执照、居
民身份证等 7类高频证照扫码亮证。

作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

棋和突破口，2019年 11月 1日，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揭牌，成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过去的半
年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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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宜居新典范为战略定位的“青吴嘉”，正越来
越紧密地“抱团”发展，紧扣一体化制度创新的
核心使命，全力跑出发展加速度。

我们看到，由两省一市共同编制的我国
第一份跨省域法定空间规划已经进入最后
完善阶段，即将面向社会公示，这份规划将
首次实现跨省级不同行政区“一张蓝图管全
域”的制度创新目标；示范区“金融十六条”、

先行启动区产业项目准入标准相继出台，关
于示范区的支持政策已基本形成，一体化制
度创新迈出了坚实步伐。

我们看到，聚焦生态环保、互联互通、创
新发展和公共服务等 4类项目建设，示范区
首批 33个亮点项目进入 “密集施工期”，省
际断头路在加快对接、跨省域的生态岸线贯
通在加快推进、毗邻公交常态化运行……示

范区正加快走出一条跨行政区共建共享、生
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径。

2020年是“两山”理念提出 15周年，今
年的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回到了“两山”理
念发源地湖州，这不禁让人对长三角“绿色发
展”的新篇章多了几分期待。 “生态绿色”是一
体化示范区的“底色”，同样也是长三角区域发
展的“底线”，如何让生态成为长三角区域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 如何通过市场机
制等有效的路径， 更好实现青山绿水蓝天的
生态价值，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公共应急
体系建设敲响警钟，对于各方面要素互动密
度频繁的长三角区域来说，疫情、水域、空气
甚至产业链的安全生产， 都有可能需要共同
面对的突发公共危机。 如何通过更好的信息
交流、决策机制，构建一体化的公共危机应急
管理体系这一新议题上， 长三角区域会形成
怎样的共识，又会有哪些突破，同样值得关注。

又一年“长三角之约”如期而至，大幕已
经开启，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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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

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
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

人民健康、人民安全的高度

重视。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公

共卫生体系最健全的城市之
一。会议指出，要把构建强大

的公共卫生体系作为战略
性、基础性工程来抓，加快建

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要抓住
关键环节，加快推动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20 条”深化细
化、落地落实。全面推进健康

上海建设，把全生命周期健
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要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

动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
健康管理转变，让人居环境

更干净、更卫生、更宜人，大
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

建管并举从根本上推动水环境改善
市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会议举行，李强要求进一步抓好落实

    本报讯 上海市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会议

昨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市总河长李强在会
上强调，实行河长制湖长制，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全面加强水环境治
理、打赢碧水保卫战的关键所在。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更强烈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以更有力的举措和更扎实的成效，

进一步抓好河长制湖长制的落实，全面推动
水环境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努力完成“十三

五”治水目标任务，让广大市民群众有更多幸
福感和满意度。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总河长龚正主持
会议。市领导翁祖亮、肖贵玉、李逸平出席，副

市长、市河长办主任汤志平作下阶段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部署。

李强指出，抓好水环境治理是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重

中之重的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市民群众生活品

质的提升。我市河长制湖长制全面推行三年
多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市水环境面貌

持续改善。但也要清醒看到，全市治水进展还

不平衡，有的已整治河道水质还不稳定，污染

源消除还不够彻底，治水任务仍然艰巨，必须
下更大功夫、付出更多努力。

李强强调，到 2020年基本消除劣Ⅴ类
水体，是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郑

重承诺，今年必须完成任务、收官交账。河长
制湖长制本质是责任制，河长湖长肩负着护

水治水的特殊责任，要尽心尽力、履职尽责，

在“巡、盯、管、督”上下更大功夫。要定期巡、
经常巡、巡到位，不仅要发现水里的问题，还

要紧盯岸上的问题。综合利用现代技术手
段，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提高准

确发现问题的能力。要盯住盯牢，充分发挥
基层一线的力量，建立村居河长工作站，做

强做实治水“神经末梢”，力求问题发现在基
层、解决在基层。继续壮大企业河长、园区河

长、民间河长、护河志愿者队伍。要真管严
管、管住管好。各部门要各司其职、主动协

调、无缝对接。水务部门要抓好河道长效管
护和污水管网维护，努力做到垃圾应捞尽

捞、污水应收尽收。生态环境部门要抓好入
河排污口管理，下最大决心阻断污染入河的

通道。住建、交通等部门要抓好对新增违法

建筑、船舶港口的监管，持续削减污染源。要

以督促改、以督促建、以督促管，强化暗访督
察，加强督察考核结果运用。

李强指出，良好的水环境，既是管出来
的，也是建出来的。要建管并举，发挥河长制

湖长制整合资源、调动力量的作用，牵引推动
重大治水项目建设的有效投入、加快推进。聚

焦雨污混接、泵站放江、污水处理等瓶颈难

题，深入谋划、攻坚突破，加快治水重点工程
建设，从根本上推动水环境改善，优化城市发

展环境，创造高品质生活。按照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持续推进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滚动排查整改，确保
完成长江干流岸线项目清理整治任务。用好

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平台，以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强化

跨界河湖协同治理，推进淀山湖环湖岸线整
治。深入推进“一江一河”治理，努力打造城市

发展的名片和市民游憩的宝地。
龚正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指出，要

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紧紧咬住碧水保卫战的
目标任务，不断深化河长制湖长制，进一步改

善全市水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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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开幕,沪浙苏皖首次联合举行重大项目开工活动

    本报湖州今日电 今天上午，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重大项目·沪苏湖铁路开工仪式在
浙江湖州举行。该铁路上海段、江苏段建设

动员会同步举行，安徽扬马城际铁路马鞍山
枢纽工程同步开工。这是长三角一市三省首

次联合举行重大项目开工活动，拉开了 2020

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帷幕。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湖州项目建设现
场宣布沪苏湖铁路开工。浙江省委书记车

俊、国家铁路集团总经理杨宇栋致辞。江
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安徽省委书记李锦

斌，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正，江苏省
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安徽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国英出席。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

袁家军主持。
湖州吴兴区尹家圩村项目现场，大型机

械装备整齐排列，工人们整装待发。与会领
导共同启动沪苏湖铁路建设后，现场两辆高

铁模型相向而行，寓意项目建成后长三角出

行更加便捷、高效。
车俊在致辞中感谢国家发改委、国家铁

路集团的大力支持和一市三省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他说，沪苏湖铁路等项目联合开工，

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快车道。
这充分表明了一市三省服务“六稳”“六保”

大局，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战

疫一盘棋、夺取双胜利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
心。浙江将与上海、江苏、安徽更加紧密合

作，更加聚焦“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
更加突出产业创新升级，更大力度推进新一

轮改革开放，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
布局标志性引领性项目，打好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提升长三角“一网
通办”水平，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数字长三

角、绿色美丽长三角和世界级机场群、港口
群、产业集群，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奋力实现于变局中开新局。

杨宇栋在致辞中希望铁路参建单位和
广大建设者强化质量安全管理，深化关键技

术创新，保护沿线生态环境，注重与新基建
融合发展，确保优质高效按期完成建设任

务。国家铁路集团将把沪苏湖铁路建设作为
全国铁路重点工程，加强组织领导，调集优

势资源，努力建成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推

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沪苏湖铁路总投资 380 亿元，全长
163.8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沿途设虹

桥站、松江南站、汾湖站、盛泽站、南浔站、
湖州东站、湖州站等 7座车站，串联起上

海、江苏、浙江三地，并在湖州与商合杭铁
路衔接，连通安徽合肥，成为贯通长三角东

西区域的智能大动脉，是长三角一体化国

家战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最具代表性的项
目之一。项目建成后，将与沪杭客专、宁杭

高铁、湖杭高铁相连，共同构筑起长三角核

心区城际快速铁路客运网络，强化上海对
长三角核心腹地的辐射功能，促进区域一

体化发展。
接下来，一市三省和国家铁路集团将携

手新建沿江高铁上海至合肥段、通苏嘉和沪
嘉甬铁路、马鞍山至扬州城际铁路等项目，

构建城际通勤圈，提升沿江沿海高铁通道运

输能力，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
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来，一市三省谋划实施了一大批跨区域的
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和公共服务

项目。今年沪苏浙皖计划实施长三角一体化
重大项目 1390项，总投资 7.81万亿元。其

中，新开工 20亿元以上的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项目 76项，总投资 1.02万亿元。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也将开工新建一
批标志性项目。

沪苏湖铁路建设上午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