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合肥市
委副书记、市长 凌云

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以上

海虹桥为“头雁”，协同苏浙“两翼”，

联动安徽形成展翅高飞的 “雁阵”，

携手打造长三角强劲增长极。 合肥
是长三角西翼门户、 长江经济带节

点城市， 迎来了双向开放、 双向联

动、多元链接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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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虹桥商务区
管委会主任 陈靖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为这一区

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

性机遇。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正成为上

海强化“四大功能”和建设国际贸易中
心的重要平台， 将成为上海的重要增

长极、 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动力源、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区。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苏州市委
副书记、市长 李亚平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是引领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推

动“沪苏同城化”发展的“大跨越”。

“大虹桥”无疑是沪苏合作的全新机

遇，为苏州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升整
体开放水平， 提供了一个高能级的

广阔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嘉兴市委
书记 张兵
大虹桥将成为嘉兴建设全面接轨

上海“桥头堡”、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的“主平台”和“突破口”。当前，嘉

兴嘉善正与上海青浦、 苏州吴江共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此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让嘉兴

再一次承担了一项国家战略任务。

沪 苏 浙 皖

长三角携手共筑“彩虹桥”
沪苏浙皖四地代表热议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作为承载这项国家战略的又一重点区域，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在今年全国两会跃升“热词”。从上海的虹桥，

到长三角的虹桥，再到世界的虹桥……本报专访来自
沪苏浙皖的全国人大代表，听他们畅谈对“大虹桥”建
设的期许，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建言献策。

“大虹桥”

历经三次“升级”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为这一区域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从 86平方公里到 151平方公里，再到 7000

平方公里，这个春天，‘大虹桥’春风拂面，春

色满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虹桥商务区管
委会主任陈靖说。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建设总体方案，“大

虹桥”规划“一核两带”、通江达海的发展格
局。陈靖代表回忆，作为其中的“核”，虹桥商

务区从无到有，经历过三次“升级”：1.0?是
综合交通枢纽催生的新兴现代化商务区，2.0

?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大平台赋能的全
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新高地，3.0?是成为

国际开放枢纽中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
“在中央的关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规划建设和
功能打造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陈靖代表介

绍，“大交通”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建成了全
国最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年旅客 4.2

亿人次，且越来越多的旅客变为顾客；“大会
展”品牌形象日益凸显，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举办，累计意向成交额达 2016亿美
元，越来越多的参展商变为投资商，“虹桥品

汇”常年吸引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万多
种商品；“大商务”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

已吸引 7万多家企业和机构入驻，2020年新
注册企业数较前一年增加约 50%，今年 1月

上海市外资项目集中签约，虹桥商务区 8个
项目共 45.4亿美元，占全市比重达 38%。

“近年来，虹桥商务区服务长三角的功

能不断增强。”陈靖代表说，一批功能性平台
建设初见成效，如虹桥海外贸易中心联系全

球超过 150多家贸易及投资机构，新虹桥国
际医学中心引进 24家国内外各类知名医疗

机构，商务区有英美日韩等十余所国际学校。
在陈靖代表看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正成为上海强化“四大功能”和建设国际贸
易中心的重要平台，将成为上海的重要增长

极、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区。“恳请国家赋

予‘大虹桥’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着力在
三省一市层面和本市六个区层面高效推动

政策措施落实，推进省市之间各具特色的梯
次协同发展，携手共筑‘彩虹桥’。”

“大跨越”

合作“大有可为”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是引领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推动‘沪苏同城
化’发展的‘大跨越’。”10天前，全国人大代

表，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刚去过上
海，对接苏州与铁路上海局的合作。“‘大虹

桥’无疑是沪苏合作的全新机遇，为苏州融

入新发展格局、提升整体开放水平，提供了
一个高能级的广阔平台。”

“苏州和上海地域相连、人缘相亲、经济
相融，合作基础深厚，近年积极投身长三角

一体化建设，大力推动‘沪苏同城化’，主动
对接上海，融入上海。”李亚平代表强调，特

别是被纳入“大虹桥”南向拓展带的相城、苏
州工业园区、?山、太仓毗邻虹桥商务区，处

于对接上海的区位核心。早在 2018年 4月，
苏州就与虹桥商务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虹桥-?山-相城”合作机制还被纳入国家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在连续

三届进博会上，苏州交易分团采购商注册数
量、成交额、专业观众人数等均位居江苏省

第一。上海虹桥苏州（相城）数字经济创新产
业园，已成为沪苏两地交流合作的前沿窗

口、联动发展的重要平台。
“大虹桥”目标是成为长三角强劲活跃

增长极的“极中极”、联通国际国内市场的
“彩虹桥”，李亚平代表直言苏州“大有可

为”：围绕“大交通”功能，推进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加快建设沪苏湖、通苏嘉甬等高铁干

线，推动苏州高铁北站扩容提升，与虹桥协
同打造成为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围绕“大

会展”功能，优化资源要素衔接配套，建设虹

桥-相城苏沪合作商务会展区，对接虹桥先
进政策完善人才、资金等要素高效流通机

制；围绕“大商务”功能，激发产业协同发展
势能，对接虹桥航运、贸易、金融等领域，持

续强化先进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配套。
“相信依托‘大虹桥’强大驱动合力，将

促进长三角协同开放、协同改革、协同创新，
形成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新高地。”李亚

平代表期待，通过发挥区位优势及资源禀
赋，积极构建苏州接轨上海新局面，更好服

务上海“五大中心”建设，同时也借助与上海
深化合作的“东风”，让苏州成为向世界展示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美窗口”。

“桥头堡”

形成“双轮驱动”
“大虹桥将成为嘉兴建设全面接轨上海

‘桥头堡’、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主

平台’和‘突破口’。”提起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嘉兴市委书记张

兵连说三个“重要”：全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节点、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当前，嘉兴嘉善正与上海青浦、苏州吴江共
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此次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让嘉兴再一次承担
了一项国家战略任务。”

在“一核两带”功能布局中，“南向拓展
带”将上海虹桥、闵行、松江、金山与嘉兴平

湖、南湖、海盐、海宁连点成线，重点打造具
有文化特色和旅游功能的国际商务区、数字

贸易创新发展区、江海河空铁联运新平台。
张兵代表记忆犹新，早在 2018年嘉兴

市就与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在共同推动国际贸易、会商文旅、

人才服务、创业创新等方面开展合作。特别
是嘉兴深度参与三届进博会，持续承接进博

会溢出带动效应。“在首届进博会上，嘉兴
‘近水楼台先得月’，签下总投资 128亿元的

中意直升机项目，而且仅用 4个多月就开
工。去年 11月，虹桥品汇浙江中心落户嘉

兴，‘永不落幕的进博会’让嘉兴及周边消费
者能够‘在家门口买全球’。在虹桥商务区长

三角区域城市展示中心，也有一个嘉兴的
‘城市会客厅’，通过上海这个窗口让世界了

解嘉兴。”

“如今，嘉兴承担着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两大国家战略重大
任务，形成‘开放’和‘一体化’的‘双轮驱

动’。”张兵代表介绍，“开放”层面，嘉兴将全
方位扩大国际合作，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

应，加快推动浙江自贸区嘉兴联动创新区建
设，对标上海和苏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一体化”层面，将推动示范区一体化制度

创新在南向拓展带复制推广，还将推进嘉
兴高铁枢纽深度融入虹桥国家级高铁枢

纽，通苏嘉甬、沪乍杭、沪嘉城际、金山至平
湖轨道交通互联互通。“嘉兴将以此为契

机，发挥叠加优势和乘数效应，更好服务长
三角一体化。”

“飞雁阵”

对接融入“登高”
“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以上海虹桥

为‘头雁’，协同苏浙‘两翼’，联动安徽形成

展翅高飞的‘雁阵’，携手打造长三角强劲增
长极。”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委副书记、市

长凌云用“雁阵”来形容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在她看来，这种团队长途迁徙效率最高的飞

行方式，也是长三角整体提升发展能级、实

现一体化的布局形态。
凌云代表对此期待满满：“两翼”张开犹

如“弯弓”，拥抱辐射范围广，叠加效应、溢出
效应更大；居于中轴的长江经济带犹如“巨

龙”，处于核心的上海犹如“龙头”，带动长三
角昂首挺立、蓄势腾飞。“合肥是长三角西翼

门户、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迎来了双向开
放、双向联动、多元链接的战略机遇。”

事实上，合肥已正式纳入“大虹桥”蓝
图。根据建设总体方案，支持合肥打造国际

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为长三角企业提供便利
金融服务；规划研究合马连接江苏南沿江城

际等铁路，加快打造虹桥商务区与长三角主
要城市两小时轨道交通圈……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是一种全新的开放
形态，横跨长三角‘经济黄金轴线’，已成为

全球货物流、商务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的交汇点和中转站，并迈向要素链接、产能

链接、市场链接、规则链接的战略通道。”凌云
代表介绍，依托“大虹桥”，合肥将通过助力

科技创新、投资贸易金融便利化，服务长三
角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将放大进博会溢出

效应，加强与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的
联动，更好服务高能级贸易往来；将推动“芯

屏汽合”“集终生智”等新兴产业发展，成为长

三角战略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将发挥安徽承
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共建“轨道上

的长三角”，推进水陆多式联运，打造国家中
欧班列集结中心、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

“创新是合肥最鲜明的城市气质、最自
信的发展底气。”凌云代表直言，长三角地区

创新能力、经济实力、消费能力强，发展质
量、开放程度、配置效率高，“大虹桥”建设要

打好协同战、整体战，合肥要争当科技产业
创新开路先锋，“我们将积极主动作为，在全

面对接融入中‘借势登高’，倾心助力长三角
一体化。” 首席记者 范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