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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舟协同发展绘“同城化”蓝图
聚焦“一体化” 释放“乘数效应”

    本报讯 （记者 唐闻宜）2020苏州吴中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营商环境推介会近日
在沪召开。会上，22个项目成功签约，累计总

投资达 210.5亿元。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个拥有 27

年发展历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

年，当地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60.7亿元，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方兴未艾。目前，已吸引约
9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落户。“通过此次招商推

介会，将进一步助力吴中区、吴中经开区形成
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生

物医药产业高地。”吴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该区将继续秉承“亲商、安商、富商”的
理念，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最佳的投资环境、

最优质的服务，让生物医药产业再攀高峰。

    从宁波港、舟山港一体化到甬舟人才

一体化，再到甬舟户籍跨市办，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的宁波与舟山加速开

启了两地一体化发展的节奏，通过港、城、
人的共享、共建、共融助推城市革新。

在去年 8月召开的甬舟一体化推进会
上，14个部门间签署 14份重点领域合作协

议，甬舟铁路等 8个重大项目合作协议签

约。有着深厚合作渊源的甬舟两城，正乘风
而起，协同共绘“同城化”蓝图。

打造世界级“强港”

聚力一体化，完善基础设施是关键。自
去年以来，两地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纷纷取

得实质性进展，甬舟铁路、六横公路大桥、
舟山大陆引水工程等项目捷报频传，水利、

电力、油气管路联网有序推进，承载起资源
要素双向流动的新期待。

说起两地的一体化步伐，自然离不开

宁波港、舟山港的港口一体化路径。此前，
两港虽处同一海域、共用同一航道，却相互

独立、互动不多。2016年 9月，由原宁波港
集团、原舟山港集团整合组建的宁波舟山

港集团有限公司揭牌，宁波舟山港开启了
以资产为纽带的实质性港口一体化。

近年来，通过一体化发展的宁波舟山
港逐步由粗放型向效益型发展转变，如今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港。2019年，

该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753万标准箱，连
续两年位居全球前三；完成货物吞吐量

11.2亿吨，是全球唯一年货物吞吐量突破
11亿吨的超级大港。

着眼于一体化发展路径，如今的宁波舟
山港正不断深化长三角港航物流项目合作，

推动长三角港航物流、港航信息一体化发展。

户口也能跨市办
曾经在宁波与舟山之间往返办理相关

户籍业务，需要跨过高速，越过跨海大桥，

办理业务的时间少则一天，多则两天。而

今，这样费时费力的办事体验已成为历史。
作为宁波、舟山两地户籍业务“跨市通

办”的首次试点，今年 4月 15日起，宁波江
北—舟山普陀户籍业务“跨市通办”服务上

线，首批 3大类 33项户籍业务在两地范围

任一户籍窗口实现无差别受理。“非常方便，
在江北就能补办普陀的户口本。”常住宁波

市江北区的陈幼珠是舟山市普陀区人，因遗
失户口本来窗口补办，在江北户证中心窗口

提交完相关材料后，她顺利拿到了户口本。
“减少两地奔波，不管是常住在江北的普

陀籍居民，还是常住在普陀的江北籍居民，在

两地 17个公安窗口，任意一个就近窗口就能
办理户籍业务。”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户口

证件办理中心主任费飞表示，该举措也是为

深入响应“甬舟一体化”发展行动，通过缩短
服务半径，实现信息共享共用，让群众切实享

受到多领域、自动化的政务服务。

互借人才促发展
作为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甬舟人才一体化发展飞地于今

年 4月正式启用，两地借助飞地这一纽带，
在人才共引、资源共享、政策叠加、服务互

通等方面加强合作。“此前，甬舟两地已推
出多项利好，惠及两地人才。”宁波市委人

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久前，借着人才一体化的东风，位于
舟山的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还真

的从宁波“借”到了人才。“公司之前在锂离
子电池水性黏结剂全生命周期的研发上遇

到了瓶颈，现已成功对接上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专家。”企业负责人邵汉琦表示，甬舟

人才的一体化，可以带动两地社会经济更
快地发展提升。

翻看两市推进甬舟一体化发展进程，
甬舟两地正依托港口、海洋等共性区域资

源，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与合作机制，共同
打造优势互补的产业大格局，整体提升两

地产业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林上军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无锡

近日举办日本产业链对接合作大
会，大会以“创新融合 共赢未来”

为主题，旨在搭建无锡日本友好
交流平台，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

无锡是长三角地区知名的
“日资高地”，已成为许多日本企

业家青睐的投资热土。截至今年

7月，日本在锡投资项目 1248个、
投资总额 174.2亿美元，去年在锡

纳税前十的外资企业中，日企数
量最多。

谈及为何举办此次产业链对

接合作大会时，无锡市委书记黄
钦表示，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兴旺

产业、兴盛城市的共识，进一步坚
定共享机遇、共赢发展的追求，把

“机遇在前”变为“机会在手”，合
力提升产业合作的紧密性。无锡

是中国第二个集成电路产值千亿

级城市，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起步较早、基

础较好。“日本的集成电路、机械
制造、汽车工业等优质产业与无锡

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今后双方将
在这些产业领域上，以‘强链’‘补

链’‘延链’‘造链’的方式，合力将
‘日资高地’推向新的高度。”

会上，为日本企业专门搭建

的“无锡市日资企业投资服务云
平台”也正式发布。该云平台以“资源共享，信息互

通”为主旨，利用大数据及智能技术，整合全市招
商信息资源，从而更好地向日本投资企业进行展

示和互动交流。当天，投资总额达 4亿美元的 12

个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同步签约。

    本报讯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近日正式批

复温州市瓯江引水工程初步设计，温州又一
项大型引水工程即将投入建设。该工程是温

州市迄今引水流量最大、输水隧洞最长、投资
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

工程概算总投资 55亿元，计划工期 60

个月，以鹿城区渡船头取水枢纽为起点，经瓯

江翻水站后绕泽雅、潘桥、茶山，终于龙湾区

丰台出口，设渡船头、瓯江翻水站两处取水口
取瓯江水源，输水主干线长 61公里（隧洞段

长 59.7公里），设计年引水量 7.43亿立方米，
分别向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浙南产业集

聚区配水。工程建成后，将形成珊溪水库、泽
雅水库和瓯江引水工程互为备用的多水源供

水格局。 （王艳琼）

    本报讯“某纸箱厂经常在消防通道
堆放物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建议村
里设置高考学子奖学金”……近日，天

荒坪镇五鹤村村民楼保华把自己对村
庄治理和建设的建议写在了该村基层治

理智慧平台“五鹤慧生活”APP上。
据介绍，该平台是天荒坪镇结合

乡村治理“余村经验”在五鹤村先行试

点的线上系统，通过以村为单位的手
机 APP，让村民能议事、能发声。同时

帮助村民解决大小生活问题，成为村
民掌心的“万能通”。

打开平台，能看到上面设置了平
安五鹤、民主村务、信访代办等 8个栏

目，不管村民在哪里，只要通过“五鹤

慧生活”都能实时掌握村情信息。“不
仅能在平台上反映社情民意，也能为

村庄建设提出意见建议；这些来自村
民的‘声音’，能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做

好基层治理，助推村庄经营。”五鹤村
党总支书记李宏照说。

“依托‘五鹤慧生活’，整合各类信
息平台和政务平台，实现了多网合一、

互联互通。”天荒坪镇综合治理办负责
人介绍，该平台以乡村治理“余村经

验”的 8个模块为基础，形成了“村警
联动、村企互动、村协传动、村民群动”

的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 （章婧）

    越过千亩花海，穿梭古银杏林，一红

一黄两列小火车缓缓驶来，夏日之下，绿
意浓浓，游客们啧啧赞叹。“这一切离不

开八都岕经济联合总社成立后带来的效
益。”长兴县小浦镇八都岕经济联合总社

党委书记张治锋表示。

小浦镇八都岕景区涉及小浦、方一、
方岩、潘礼南、大岕口五个村。2018 年

初，五个村决定改变过去各吹各“号”的
局面，以股份制方式组建长兴八都岕经

济联合总社。经多方努力，2019年 4月底
拿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并

以总社统一财务管理、统一政策处理、统

一物业管理、统一资源管理、统一集体经
济发展的模式，合力促进村强民富。

“2018年 10月，方一村成功创建国

家 3A级旅游景区，随后连同八都岕在内
的其他 4个村一起，共同投资 1200万元

打造观光小火车和花海项目，每年可为
村集体带来 200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

方一村党支部书记蒋德胜介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发展

振兴，经济先行，前提条件是生态的优

化、美化。八都岕内千年以上古银杏有
5 棵，百年以上古银杏 3640 棵，在景区

建设过程中，项目让树，宁可多绕路，也
不去破坏。

如今，小浦镇道路、景观绿化、设施
配套等不断完善，美丽经济持续发力，特

别是乡村旅游的红火带动了民宿经济的

发展。同时，也点燃了村民的创业热情。
在村口的银杏公园旁，村民蒋建中、蒋建

国兄弟俩开出的“浔·隐苑”民宿试营业，
吸引了周边游客预订、入住；每当农闲或

节假日时，72岁的村民潘小娥，常常在
家门口摆些自家种植的蔬果和土特产售

卖。“家家户户能增收，村庄环境更优美，
这就是村民们最美好的幸福生活。”小浦

镇生态旅游办主任郑经苑说，今年 1至
6月旅游综合收入达 3400万元，村集体

经济总收入达 770多万元。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许旭

《民法典》宣传走进农村

    近日，由海安市大公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发起的《民法

典》宣传活动走进农村。通过宣传
栏展示、宣传画册发放解读，让群

众认识到《民法典》对自身权益的
重大意义，引导大家学法、知法、

守法、用法，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健
康和谐发展。

任龙芬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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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沪推介生物医药产业

又添一大型引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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