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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牵手 长板更长
心连心 筑梦圆梦

    在此次高层论坛上，长三角三省

一市省（市）长共同揭牌成立了长三
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

新能源汽车等 4个长三角重点领域
产业链联盟。这些产业链联盟的建

立，将长三角相关企业和高校、科研
院所等机构优势充分发挥起来。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联盟为例，

目前长三角聚集了 100多个年工业
产值超过 100?元的汽车产业园区。

此次成立的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联盟由上汽集团、吉利控股集团、

奇瑞控股集团、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
牵头，三省一市共 73家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企业共同响应成立，涉及电
池、电机、车联网、软件等行业上中下

游企业。
汽车进入新能源时代，中国企业

不应只是竞争关系，更应该是合作关
系，只有合作才能真正做大做强中国

自主品牌，实现中国汽车的弯道超
车。长三角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密集

地，无论是研发实力，还是市场容量，
未来潜力都十分巨大，此次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联盟的成立，等同于打通新
能源汽车制造中的各个环节，将让长

三角的新能源优势更加突出。

“新能源企业偏爱长三角，并不
仅是天然的区位优势所带来的结果，

更多的是企业对于市场参与的自
觉。”在有关专业人士看来，新能源汽

车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中，唯有合作
才能做大做强企业，做大做强整个产

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中国汽车。

光有“手握手”的合作还不够，更
需要打造“心连心”的融合。在发展高

层论坛上，《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动
发展合作备忘录》《共同做好 2022年

杭州亚运会服务保障合作协议》《深
化 5G创新应用，服务长三角数字化

转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企
业家联盟、研究型大学联盟战略合作

协议》及《共同建设环太湖科创圈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五项重大合作事项

现场举行签约仪式。

长三角在硬件上实现联通之
后，在合作机制、制度建设层面将会

有更多积极探索。四大产业链联盟
和五项重大合作事项签约，将进一

步深化产业、创新、市场、开放等协
同联动，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

供长三角支撑。

分工协作 串珠成“链”

    今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提出，

让长三角成为新时代追梦、筑梦、圆梦的理想
地。无论是对已经工作和生活在长三角的人，

还是准备来这里的人，或者是仅仅关注长三
角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来到一座城，恋上一座城，其中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能够在这里成就精彩人生。未来，我

们到长三角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感觉像在自
己家里一样。随着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逐步对接、融合，三省一市的地缘界限将逐渐
模糊，“朋友圈一家亲”的故事也会越来越多。

绿色生态则是“理想之城”的底色。联合

开展长江“十年禁渔”行动，共建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协同制定京杭大运河、太浦河等重点

跨界水体联保专项方案，推动长三角在全国
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三省一市共绘生

态图景。
此次“云开工”共同启动 9个重大项目建

设，聚焦的同一个主题正是“生态”。优化水资
源、水生态和水环境保障机制，彰显了沪苏浙

皖四地“同守一片天，共护一方水土”的“一体
化”理念。

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
让三省一市的优势长板资源更好地发挥作

用，待到明年再聚首时，这片追梦、筑梦、圆梦
的理想地，将书写更绚烂的篇章。

破圈联手
做大“水桶”

本报记者 方翔

贡献长板
“优”无止境

    上个月，上海松江区内首

批 15家文旅场所全面认可三

省一市电子证照。长三角游客可
自由选择出具实体或电子证照。

早在去年 9月，三省一市就
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互认应用合作

形成了九项共识，其中包括构建相对
统一的电子证照应用模式、支持各领域应用

场景调用核验异地电子证照等。在上周举行
的第三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长

三角“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地图及高频服务
事项上线，助力实现“同城化”，也能让长三

角人享受到更多的便捷。
在今年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上，“长板”一词频繁出现。过去，人们常说

“以长板补短板”，如今则提出了“拉长长板、
贡献长板，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融入一体

化、服务一体化、推动一体化”。
以互联网电子政务为例，上海“一网通

办”、浙江“最多跑一次”、江苏“不见面审
批”、安徽“皖事通办”等地方改革成为全国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标杆。在不久前的评测
中，上海市“一网通办”在全国省级政府排名

位列第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排名中，浙

江并列第一，江苏排名第二，安徽排名第四。
三省一市的优势可谓是相当明显，但是

“优”无止境。
据统计，截至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实现

116项事项跨省通办，全程网办办件 464万
余件，累计交换数据 1.1?条。设立 567个通

办窗口，实现 41个城市（地级市）全覆盖。实
现身份证、驾驶证等在内 30类高频电子证

照共享应用，电子亮证 1184万次，证照共享
4.3万次。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高频事项，要在这些
跨省通办中发挥出更大的效应，就需要在融

合的过程，体现出是“1+1+1+1>4”，通过更加
合理的分工，各自贡献长板，凝聚更强大合

力，形成整体优势。

    2019年 5月 22日，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高层论坛重要成果发布仪式在安徽芜湖举
行。由浙江大学倡议，联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共同
发起的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正式签约成立。

2020年 6月 5日，长三角企业参与一体
化战略的服务平台———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在

浙江湖州举行成立大会，这是推动长三角企业

参与一体化发展的一项重大标志性成果。
在今年高层论坛上，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和

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签署合作协议，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重点围

绕联盟协同、创新赋能、人才引领和智
力支持等 4个方面展开合作，充分发

挥两大联盟组织优势，促进教育链、创
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努力建设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引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把各自的优势变为整体优势，这
是破圈联手最大的意义。同时，这也是

探索将“水桶”做大。如果说过去水桶
中的蓄水量是由水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

的话，那么通过拉长长板来组成更高更大的木
桶，去盛更多的水，也就是带动区域发展，并代

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上海综合服务功能齐全，江苏实体经济

基础好，浙江民营经济活跃，安徽科技创新后
发优势明显且人力资源丰富等特点。在尊重

差异、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力合作，打造

强劲活跃增长极，携手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

理想之城
生态“底色”

    “让长三角成为新时代追梦、

筑梦、圆梦的理想地。 ”2021 年度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周

在江苏无锡召开。 经过了极不

平凡的 2020 年，长三角三省一

市的手越牵越紧，互相贡献优

势长板资源，共同把长三角

打造成为强劲活跃增长

极，成为了各方的共识。

太浦河
图 IC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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