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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

“最强大脑”跨区借“智”       全国首张冠名 “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外资营业执照在吴江核发

●

    日前，晟合新材料科技（嘉善）有限公司

的研发人员正马不停蹄地对新型降温布进行
产前测试。研发主管介绍，企业在这个新项

目中使用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最高能享
受 20万元科技补助。有了这笔资金，便可以

对接更好的技术专家。如今，一部手机，这头
连着企业研发人员，另一头连着高校教授，实

时分析新产品的相关技术指标，让“最强大
脑”跨区域借“智慧”，助力研发生产。

今年初，《关于开展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

用通兑试点的通知》发布，嘉善成为首个试点
区域。如何能更好地支持科技企业跨区域购

买科技服务？嘉善进一步制定了“科技创新
券”通用通兑实施细则，4月 1日起施行。

同样享受到“科技创新券”红利的还有浙
江亿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技术总监邹

军说，此前研发一个产品至少要投入 400

万到 500 万元，使用“创新券”后，通过与

高校合作，使用高校的设备、人员助力企业
研发，使得研发费用大大降低，研发?期也能

大大缩短。
据了解，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采用电子券

形式，可在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浙江省嘉善县、安徽省马鞍山市使用，为

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技术研发、

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资源开放等服务。通用
通兑开放后，企业登录平台系统，便可“一

键查询”沪苏浙皖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机构
的专家目录、大型仪器设备等相关信息，今

后搜索所需的创新资源将如同在网站购物一
般便利。

其实，嘉善县在 2015年就已出台创新券

政策。此次发布的《实施细则》是对原有科技
创新券政策的补充，在支持对象上做了进一

步明确。嘉善县科技局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
科科长姚云燕介绍：“针对一些科技型企业，

比如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中小科技型企业，
列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一些企业，以及

入驻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的一些企
业，都可以使用。”凡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登

录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平台注册，按
照相关要求在线填写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

料，经后台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企业在购买
完成科技服务后，可自主选择服务机构兑付
或企业兑付。

本报记者 黄佳琪

    近日，全国首张冠名“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外资营业执照在苏州市吴
江区外资登记窗口发出。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江苏）震纶集团有限公司成
为全国第一家名称中有“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字样的外资企业，也是第一
家名称中有“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字

样的无行业集团公司。

据吴江区市场监管局政策法规科
（审批协调科）副科长顾昶介绍，近年

来，外资窗口推行“互联网+营商”，依
托“全链通”网上服务平台，在线提供

表格和登记材料规范。疫情期间，对不
方便入境的外国投资主体提供“绿色

通道”，探索“容缺登记”，提高办事效
率。“如果有外商投资企业想在名称或

者地址中冠名‘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字号，可以直接到外资窗口申请办理，

3个工作日内就可办结。”

能够领取到全国首张冠名“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外资营业执照，震纶集
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沈耀华分外欣喜。

他说：“长三角生态绿色的发展主题跟
我们企业的发展理念高度吻合，我们很

多客户都在长三角范围内，未来将以这
个名称对企业进行积极宣传，推广产品

和发展理念，助推企业更好融入上海，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据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发布后，吴江区市
场监管局持续优化注册登记服务，加速

试点企业名称登记改革，完善企业注册
地址自由选用一体化示范区制度。首张

冠名“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外资营业
执照的核发，便是企业名称登记改革的

成功实践，是吴江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
生动体现。

本报记者 杨欢

一“照”融入长三角

    4月 2日下午，上海青浦市民张

益民来到同里古镇旅游。原本门票要
100元，通过数字人民币方式支付，最

后他只消费了 35元（见图①）。
据景点工作人员介绍，同里古镇门

票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享受 7折优惠，
且与其他优惠叠加享受。张益民年满

60?岁，享受门票对折优惠，在此基础

上再打 7折，最终一共优惠了 65元。

优惠力度如此大，让张益民感慨
万分。他说自己之前就一直关注数字

人民币的试点应用情况，没想到这次

能在吴江同里古镇的景区里亲身体
验。“真的很实惠，回去后我要推荐给

身边人，让他们都享受数字人民币带
来的便捷和优惠。”

本次支付实现了吴江跨区域数字

人民币在古镇旅游场景的首单落地。
日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方案》印发，
明确了 10个跨区域数字人民币试点

场景，其中就包括了特色联动商圈、特
色生态旅游、跨区域公共交通、跨区域

公共支付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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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示范区公交（见图②）可以直

达，不用转来转去，轻轻松松游古镇。”
假期跨省出游，乘坐公交成为不少人的

首选。游客李先生在吴江黎里古镇游玩

结束后乘坐示范区 5路就可以去西塘，
在西塘坐示范区 3路还能到上海看古

镇。他说：“一波操作横跨沪苏浙三地，

十几元路费就能‘串门’，便捷又便宜。”

沪苏浙毗邻地区地理相近、人文
相亲，景区繁多，国家级历史文化古镇

有黎里、西塘、朱家角和金泽。为打破

省际壁垒，畅通出行网络，一体化示
范区目前开通了 5条省际公交线路。

示范区 2路，往返黎里旅游集散中心

和上海东方绿舟站；示范区 3路，连
接了西塘古镇和上海东方绿舟站；示

范区 4路，从吴江第五人民医院到上
海大观园；示范区 5路，由黎里旅游集

散中心直达西塘古镇。
得益于示范区 5条公交线路跨界

串联、组线成网、统一服务，消除了毗

邻地区原先公交线路在设置上的“各
自为政”，直接串联起三地的三个古

镇，接轨了上海轨交 17号线，满足市
民旅游观光、通勤购物等各类出行需

求，大大拉近三地的时空距离。
据统计，示范区 5条线路开通以

来，客流量一直在增长，去年一年累计

发送客车 50517班次，累计发送乘客
63.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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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点站上海大观园到啦，全体乘

客请下车。”假期，记者实地体验了示
范区 4路，车上同行的游客大多是从

吴江而来。
大观园负责人孙俭告诉记者，跨

省公交开通后，三地居民走亲访友的
频次更高了。“示范区 4路的终点站就

设在我们大观园，经常有老年游客结

伴来看花游园。像我奶奶就住在江苏，
以前路不通的时候，她不大愿意出来

玩，如今自己乘公交车就过来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长三角人，孙俭

对一体化发展格外感慨。他说：“不讲
别的，就以公共交通、跨省旅游为例，

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福利。这些优

惠摸得着、看得见、可体验，实实在在

地造福了长三角市民。所以我们也在
尽心尽责地贡献一份力量，想让示范

区变得更好，有 1+1+1>3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长三角示范

区文化和旅游加快一体化发展，上海
大观园也推出很多举措。2021 年 1

月，示范区公布首批共建共享公共服

务项目清单，上海大观园实行了旅游
惠民服务。原票价：55元（旺季）、40元

（淡季），惠民价：30元（旺季）、25元
（淡季）。优惠至 2021年 6月 30日。

同时，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正在
率先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

民服务“一卡通”，在交通、旅游观光、

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

遇”，以两区一县区域内主要景点作为
试点，针对有示范区社保卡居民优惠

或免费开放。
目前上海大观园作为试点，正在

进行系统内测（见图③）。据悉，示范区
执委会会同两省一市人社部门等与设

备方、票务系统方共同完成入园系统

的认证和操作方案。目前均在筹备运
营测试阶段。“测试完成，‘一卡通’正

式开放后，能加强长三角区域内各景
区景点的联动，形成优势互补，给老百

姓更好的旅游体验及更切实的优惠。”

孙俭说。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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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费十几元 横跨沪苏浙
玩转示范区，这些文旅惠民“大礼包”你体验了吗？

坐着跨省公交旅游，一
路畅通无阻；用数字人民币
支付，门票可享“折上折”。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成立后，青浦、吴江、嘉
善联合推出不少惠民举措。
清明小长假，这些“大礼包”
你体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