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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底色
第一个关键词，是生态。如果说长

三角一体化是一幅壮丽画卷，那么生
态环境就是这幅画卷的底色。在采访

中，长三角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将生
态环境保护放在了首位。

在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交界处，有
一条河道名叫太浦河，流经江、浙、沪 3

省市 15个乡镇。不同地区不同定位，让

太浦河治理成了难题。自 2016年以来，
河道污染问题全面爆发，太浦河变成五

颜六色的“彩虹河”，情况已经严重到光
靠一家难以整治的地步。两省一市的相

关部门再也等不下去了，坐下来协商共
治成为了唯一的出路。

经过商议，三方决定在 2018年初
联手建立“联合河长制”，推动太浦河界

河共治，淘汰大量污染企业，向污染源
开战。去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成立后，三地协同治水进一步
升级。2019年 10月，三方联合青嘉吴

三地区（县）、镇（街）、村（社区）三级河
长，共同制定责任清单，不以省界为单

位，而以河段为单位重新划定了“包干
区”，开展定期联合巡河、交叉巡河。

河长们建立了专门的联合河长
群，三地河长在交叉巡河时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拍照上传并留言，互通有无，
不少问题一下就解决了。经过两年多

联合河长的协同合作，河道的日常保
洁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省界越来

越模糊，水葫芦越来越少。2019年，太
浦河主要河道的水葫芦繁殖面积，仅

占水面面积不到 10%，是最近几年来

控制最好的。

    今天，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
领导座谈会在浙江湖州召开，这是长
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第二
次主要领导座谈会。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通过审议
一年来，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
质量”步入建设加速期。在这一年间，
长三角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一体化
又带来了何种机遇？日前，记者跟随
“长三角一体化”集中采访团开展为期
一周的采访，从不同角度，见证了长三
角的融合、突破、创新与互补。

关键词 突破壁垒
第三个关键词，是突破。长

三角一体化，不仅仅需要在物理

空间上实现融合，更大的挑战在
于如何让各地原本独立的行政

部门实现互联互通，突破行政壁
垒的掣肘。

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长

三角一网通办专窗”，陈先生正
在办理一项变更营业地点的业

务，他的一家工厂准备迁到西

塘，原本需要花几天才能完成的
业务，如今只用了 20分钟就完

成了变更。这正得益于长三角一
体化打破了数据壁垒，实现跨
区、跨省业务“一网通办”。

嘉善县政务数据办市民服

务中心副主任费捷告诉记者，自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以来，嘉善与青浦、吴江率
先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政务服务

联动机制，整合三地资源。嘉善
还于去年成功颁发了首张通过

长三角“一网通办”系统进行异

地收件的营业执照，以及首张冠

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的企业经营证照。今年

以来，长三角示范区政务服务一
体化继续加速，三地每月定期开

展联系交流，推进跨区域资源共
享互认。

在青浦区朱家角示范区执委

会，记者看到一体化示范区的“智
慧大脑”———它在数据层面实现

了跨省域互联互通，构建起了示
范区的“一体化中枢”。在一体化

示范区大数据治理平台展示沙
盘，记者看到示范区的区域人口

密度、产业分布、交通路网等信息
被分为 8类，直观地展现在显示

屏上。“如何打破区域行政边际，
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唯有数

据可以做到。”一体化示范区生态
和规划建设组副组长刘伟告诉记

者，这一平台，在组委会成立之前
就开始谋划，一直使用至今，并时

刻完善，将三地的数据整合在一
个平台内，通过分析数据来为管

理决策提供支持。

关键词 优势互补
第四个关键词，是互补。长

三角三省一市各有优势，如何取

长补短，让企业享受一体化发展
的“红利”，成为了吸引企业入

驻，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
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

代产业园的胜华波汽车电器有

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汽车雨刮器
为主的民企，经历了“三迁”后来

到这里。副总经理张伟兴告诉记
者，企业在浙江起步，后来在上

海设厂，受到空间限制已经无法
满足企业的发展，但当他们将自

身定义为“长三角企业”后，局面
豁然开朗。

如今的胜华波公司，总部在
温州，研发中心在上海，生产工

厂则在滁州，尽取三地优势。经
过多年打磨，浙沪皖优势资源整

合的发展模式，已经运行得非常
顺畅，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

订单蜂拥而至，前不久连上海特
斯拉工厂也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在“长三角一体化红利“的
吸引下，优质企业纷纷前来落

户，苏州市吴江区，英诺赛科（苏

州）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工厂预计
今年 9月份建成，这是全球第一

个也是最大的第三代半导体硅

基氮化钾的量产中心。完全投产
之后，厂房的月产能力可以达到

6.5万片。董事长骆薇薇告诉记
者，选择在这里落户的最大原

因，是因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半
导体制造业最为密集的区域之

一，不仅拥有人才优势，上下游

资源更是非常丰富。
在位于湖州市蓝箭航天技

术有限公司湖州智能制造基地，
备受瞩目的民营制造朱雀运载

火箭在这里诞生。总经理杜方平
表示，推力更大、更先进的运载

火箭正蓄势待发，而企业目标正
是世界运载火箭技术最尖端：可

回收火箭技术。“高端制造业的
基础、社会资本的实力，这就是

长三角地区无可替代的优势。”
杜方平坦言，得益于长三角地区

高端制造业的技术优势和基础，
一条全新民营运载火箭生产供

应链已快速形成，为火箭的研
制、市场化生产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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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兴市民服务中心

G60科创走廊一网通办窗
口前，一位市民兴奋地拿

到了昨晚在线上申请办理
的营业执照。这是今天早

上央视新闻推出的 5小时
特别直播报道《你好，长三

角》中的一幕。通过这场直

播，观众可以欣赏长三角
美景，品尝特色美食，感受

双城的便利生活，看做生
意怎么办手续、民生事项

有哪些便利举措⋯⋯
8时 30分，央视记者

和嘉宾李明凤体验了乘坐
11 号线———中国第一条

跨省轨道交通线路，从花
桥路段兆丰路站前往上海

嘉定新城，不到半小时便
抵达了目的地。李明凤说，

自己所在的企业十年前从
上海搬至昆山，从此过上

了往返两地的生活。2013

年，11号线北段延伸工程

（上海安亭站—江苏昆山
花桥站）开通试运营，为

“长三角人”的生活、工作
带来了极大便利。

在直播中，各路记者
还带领观众一起去到安徽

黟县,前往浙江嘉善，来到
江苏扬州，走进浙江安吉，

探访安徽中国声谷，探秘
西湖大学、苏州博物馆、中国最高的

“空中书店”朵云书院⋯⋯
去年 5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
来的一年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上

新台阶。近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
视新闻等央媒纷纷聚焦报道这片朝

气蓬勃的热土。

新华社在《从“蓝图规划”到美丽
“现实画卷”———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一年间》报道中写道，对于长
三角一体化来说，今年的关键词就是

“施工”。“轨道上的长三角”呼啸而
来。商合杭高铁、通沪铁路、沪苏湖铁

路⋯⋯2020年，长三角有 10多个铁
路项目计划开通、开工，整个区域全

年铁路投资计划在 800亿元以上。
央视大直播还将镜头对准了全

球最大智能集装箱码头———上海洋
山港。画面中，港口停泊着大型集装

箱船，码头上自动导引车往来穿梭，
桥吊和轨道吊作业一片繁忙。

《人民日报》6月 3日头版刊登
的报道《大江奔流千帆竞》同样关注

到洋山港：在上海临港行政服务中心
的大屏幕上，往来洋山港和保税区的

“车辆”光点不停地闪烁移动；货物通
关“一站通办”、全程追溯；60多个委

办局、1200多个事项接入，悄无声息
实现全链条监管。

新华时评《答好一体化发展“联

考卷”》提到，一体化发展没有完成
时，只有进行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
这充满希望的季节，长三角这片改革

开放热土，必将开创一体化发展的新
局面。 本报记者 黄佳琪

关键词 区域融合
第二个关键词，是融合。便利的交

通是实现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前提条

件之一，而以往省际交通往往由高速
公路与国道承担，其他跨区域道路多

有不畅，甚至还有不少“断头路”。首先
在物理空间打通瓶颈，成为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的当务之急。

2018年 6月，长三角三省一市交
通部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打通

省际断头路框架协议》，首批梳理出的
17条省界断头路中，涉及沪苏省界的

有 6条。青浦区东航路新改建工程是
其中之一。

这条连接青浦与吴江的二级公
路，东起沪青平公路，西至江苏省界，

对接吴江区康力大道，全长约 2.27km。
该路通车后，不仅能加强上海市与江

苏省的联系，打破自然地理分隔，加强
互联互通，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

且能分散 G50沪渝高速公路、沪青平
公路的交通运输压力，提升示范区对

外交通辐射的能力。
除了陆路通道的打通，水路航运

通道的融合也正在加速进行。南京栖
霞区龙潭港，拥有长江规模最大的集

装箱港区，是长江规模最大、现代化程
度最高的专用集装箱港区。“长三角乃

至长江流域的货物，从我们这里换上
大船，只要一天就能运抵上海洋山深

水港。”江苏港口集团副总经理唐洪生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南京至上海港、

宁波-舟山港江海中转航线服务效能

明显提高，进出南京港口的大型船舶
艘次同比增长 22%，大宗散货一二程

海进江作业量超 1.2亿吨。
通过积极与宁波港、上海洋山港

的合作，南京港口更好地走向世界，赢
得了更多市场，也为长三角地区大规

模的海港提供了充足的衔接运力。

■ 南京栖霞区龙潭港拥有长江规模最大的集装箱港区

▲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的大数据治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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