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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桥串起沪苏打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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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杨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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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跨省通办”综合受理服务窗口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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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湾村，地处青浦区金泽镇

北首，318 国道与 G50 高速贯穿
而过，景色秀美，交通便利。

杨湾村和隔壁“邻居”———江
苏省吴江区莘塔社区仅仅隔了一

条河，但地图上一“线”之隔的两
地，以前居民往来通行却需 40分

钟。随着吴江区康利大道的通车、
元荡桥和元荡路的落成，时间缩

短为 5分钟。元荡慢行桥也成为
“网红桥”，吸引越来越多人到杨

湾村参观。

蜿蜒 585.7米的元荡慢行桥，
横跨于沪苏省界之上，桥中央的

绿化隔离带分出了步行、骑行两
条道路，桥上有树，树下有花。作

为示范区内首座大型景观步行

桥，元荡慢行桥如同一条丝带翩
然而至，串联起了周边丰富的生

态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还成为
新晋“网红打卡点”。

由自然村杨垛、西湾、江湾合
并而成，村域面积 4平方公里的

杨湾村，如今有着 711 户人家，

1757人。村里建筑大都修建于上

世纪 80年代，多为双层小楼。过
去，许多村民搬出村子，住进了青

浦城区，留不住人一度成为杨湾
村面临的难题。如今，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凭借良好的生态底
色和绝佳的地理位置优势，杨湾

村迎来发展新契机。

“尽管现在的经济还有些薄
弱，但我们在努力破局，希望乘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风’，能扬
起乡村振兴的‘帆’。”杨湾村党总

支书记倪红慧告诉记者，在杨湾
村，既有麦芽挞饼等特产，也有着

悠久的水稻与渔业历史。上海今
粹农业专业合作社结合杨湾特

色设计了一系列方案，致力于让
杨湾村发展乡村振兴。在规划

中，杨湾村将以“水、水稻、水生
态”为核心，打造工作坊、农场及

民宿等项目———
工作坊主要指非遗文化工作

坊，如陶瓷艺术、饮茶文化工作
坊。周末休闲时光，城市居民也可

以来此体验传统手工艺，享受慢

生活。
农场主要聚焦稻田，与一般

稻田不同的是，合作社与上海农
科院、浙江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

在杨湾村栽培和试种优质商品水
稻和彩稻。“彩稻画里说丰年”是

合作社重点培育的项目之一，今

年将是杨湾村彩稻画的第一年。
“未来，游客不仅可以乘着热气球

欣赏壮丽的彩稻画，更能亲身参
与彩稻画的制作。”上海今粹农业

理事长孙菁旌介绍道。
民宿则主要依照村中现有的

民居改造，依靠工作坊的客流，发
展杨湾村的旅游业。

此外，合作社还计划结合杨
湾村多水多林的地形，利用废弃

的渔船连成浮桥、用渔网打造林
中探险的攀爬网……“希望这些

建起来后，配合着网红桥，能吸引
更多人，让杨湾村越来越火。”孙

菁旌说。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李政隆

“同城服务”多了
陆悦是嘉兴市晨曦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公司位于

嘉善。一年多前，她被派驻到青

浦，每次提取公积金都得工作日
请假回嘉善办理。如今，长三角异

地购房提取公积金服务在长三角

“一网通办”平台成功上线，实现
了上海市、南京市、合肥市、苏州

市、无锡市、嘉兴市、衢州市、芜湖
市 8个试点城市的职工在上述试

点城市缴存住房公积金。在上述

试点城市购房且符合公积金缴存
地提取条件的，不论购房地与缴

存地是否为同一城市，均可通过
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在线零材

料、零等候申请购房提取住房公
积金（申请人配偶在同一地区缴

存的，可以一并申请提取）。
伴随着示范区“跨省通办”综

合受理服务窗口的开通，示范区

内居民可享受的“同城服务”越来
越多。青吴嘉三地相互授予政务

服务受理权限，对属于本区域受
理权限内的个人事项都可通过一

体化示范区“跨省通办”综合受理
窗口进行受理，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政务“同城化”服务。该窗口融

合了目前的全程网办、异地代收
代办、多地联办等业务模式，实现

“跨省授权、全盘受理、一窗综合、

同城服务”，不仅跨省通办的受理

模式为全国首创，通办事项数量
也是全国最多，青浦区拟入驻的

通办事项为 1173 项，吴江区为
1398项，嘉善县为 1306项。

“急难愁盼”少了
此前，由于受到区域数据壁

垒限制，窗口办理“跨省通办”事

项可获取的证照信息有限，事项

跨省办理标准差异又很大。此次，

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政务服务部

门着力推进示范区“跨省通办”综

合受理，主要目的是破解当前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审批标准、业务

系统短时间内无法完全统一的问
题，通过三地政务服务部门联动，

授权开放受理平台，提高示范区
“跨省通办”的便利度和时效性。

三地政务服务部门在原有常态化

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对接受理系
统，统一用户体系，梳理事项清

单，制订受理指南，开展交叉轮

训，通过近半年的磨合，基本形成
了示范区民生（个人）事项“跨省

通办”综合受理新模式, 并在区
（县）行政服务中心率先实施。

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唐晓东
表示，示范区“跨省通办”综合受

理服务窗口的启用，是青吴嘉三

地立足一体化建设，推动示范区
“政务协同、效能跃升”的有效举

措，标志着示范区在协同促进政
务服务便利化、推进长三角区域

合作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青吴嘉三地政府分管领导在
发言中均表示，推进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坚持需求导向、效果导
向，以群众企业视角找准“急难愁

盼”小切口，以跨区域联动形成改
革大合力，通过跨区域、跨部门、

跨平台联动，推动实现“一地可办

三地事”。 本报记者 杨欢

    “以前我要开车到吴江比较远，现在可以直接在青浦异地办理，方便很多……”日前，老家

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长期在上海市青浦区工作的庞云华，来到青浦区行政服务中心，仅凭

身份证和房产证，就异地提取了他在吴江新住宅的结构施工图，省去两地来回跑的麻烦。

不止异地提取房屋施工图，如今，作为“长三角人”，“跨省通办”事务已达千余项。 在青

浦区行政服务中心，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居民陆悦仅凭一张身份证和一张银行卡，就办理

了公积金提取业务受理登记。 日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通办”综合受

理服务窗口正式启动。

    挖甲鱼蛋、查看孵化及

母鳖生长情况……这段时
间，正是甲鱼繁殖孵化的时

节。在嘉善县大云镇美华水
产养殖场里，负责人杨珍忙

个不停。
10岁那年，杨珍的父

母搞起了甲鱼养殖。耳濡目

染之下，杨珍也渐渐对甲鱼
的养殖技能有所了解。2003

年，她考入浙江农林大学，
离开了家乡熟悉的甲鱼塘，

这让她的父母很是自豪。毕
业时，由于成绩优异，杨珍

被学校留用工作。然而半年
后，她却做出了一个决定：

辞职回家乡，接过父母的接
力棒。就这样，一名女大学

生钻进甲鱼塘，成了一个地
道的女农人，在养殖场里开

始了新的奋斗。
杨珍现在的主要工作

是中华鳖养殖、繁育技术提
升和网络品牌销售。她笑着

说，“简单来讲，就是我承包
了一个大鱼塘，成了这个鱼

塘的主人，听起来是不是很
厉害的样子？”然而事实上，当时

许多人并不理解杨珍的这个决
定，觉得放着大学里的“金饭碗”

不要，回家乡“面朝黄土背朝
天”，是不务正业。

虽然不是毫无经验，但杨珍
坦言，刚接手甲鱼塘的日子并不

好过。“我见过凌晨 1点到

夜里 12 点所有时刻的嘉
兴。为了养好甲鱼，我满心

思研究良种繁育，学习甲鱼
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从女孩

子变成了女汉子。”
所幸经过 4 年的不懈

努力，杨珍打响了“华神鳖”

品牌，养殖场面积从最初的
4亩扩大到了 350多亩，年

产 4-10 年的老鳖 6 万多
只，苗种 100多万只，客户

遍布全中国，每年向上海、
杭州等地销售的生态鳖数

量达到几万只。
地处示范区，杨珍也切

身感受到了一体化带来的
好处。“我们是一家水产养

殖企业，养殖用水都来自自
然河道，所以说水质的好坏

对我们影响很大。”水环境
综合治理是示范区建设的

关键一步，如今三地治水从
单兵作战转向握指成拳，为

居民、企业都带来了益处。

“我们农创客有句口
号：‘我骄傲，我是农创

客。’这些年，让我骄傲的，
不仅仅是通过努力所取得

的成绩与荣誉，更是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像我们这

样的农创客，回到了家乡，为改

变家乡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
量。”杨珍动情地说道。回乡创业

13年后，杨珍用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农村的广阔

天地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黄佳琪

三地千余事务 如今一地可办

元荡慢行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