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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专访黄山市委书记
凌云畅谈“创意黄山”

“世界名山”
对话

“国际名城”

视
点

在日前举行的长三角

全球创意设计大赛好物盛

典上，安徽省黄山市举办

“‘创意黄山 点亮未来’亮

相大上海”活动，激活黄山

走向国际的文化“条形码”。

本报记者专访黄山市委书

记凌云，共话黄山这座“世

界名山”与上海这座“国际

名城”的“山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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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三省一市将在中央

统一领导下， 在率先构建新发展
格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

深层次改革开放上下更大功夫，

努力当好攻坚突围的‘国家队’。 ”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阮青表示， 长三角作为改革开
放的先锋， 要切实发挥好经济压
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
作用， 从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更好服务全
国发展大局。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三大产业是引领性产业，浦

东新区应该走在上海、长三角、长
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前列， 还要

争取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起
到引领作用。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
长张兆安建议， 作为上海发展的

排头兵， 上海浦东新区在建设上
应注重高端产业引领， 建立世界
级产业集群， 发展有领衔能力的
先进性产业，发展金融、贸易、航
运等高端服务业， 增强全球资源
的配置功能。

“合作园区经过多年发展，早

期的合作园区已经进入相对缓慢
阶段，急需扩展新的增长空间。而

未来经济成长的新空间， 在于打
破传统行政区经济壁垒， 发展功

能区经济， 从而实现资源要素跨
区域高效率流动、最优化配置，形

成整体协同效应。 ”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制
度创新局局长沈卫奇认为， 在合

作园区发展模式下， 传统的经济
发展、 经济治理的格局慢慢被打
破，行政壁垒逐渐消失，都市圈、

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已成为时
代潮流。

“杭州都市圈未来不是要全

面发展多面开花，而是长其所长，

打造特定领域全新的全球中心，

比如数字经济、 金融科技的全球

中心。 ”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潘毅刚表示， 只有产
业特色化，才能做到差异化，只有
不同城市产业发展差异化， 才能
形成新的排列组合， 推动技术创
新，带动企业新一轮的重组发展。

“合肥都市圈要强化与上海

大都市圈对标、 对接， 深化与杭

州、宁波等都市圈的互补，共建长
三角世界城市群。 ”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
长曾凡银认为，《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中对
长三角的定位之一是创新策源
地，解决“卡脖子”问题，营造创
新生态。 长三角更高质量合作
应该向创新共同体进发， 实现
集聚效应。

“综合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临
港新片区， 长三角不仅提升了自

贸试验区的数量和面积， 更是在
自贸试验区的结构和层次上有了

进一步布局， 这也能看出新时期

长三角在对外开放中被赋予了更
高的责任。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研究员马庆斌认为， 长三角实现
自贸试验区全覆盖， 也使得下一
阶段沪苏浙皖迈向更高层次的一
体化具备基础。

“进入中速增长期后，结构性

潜能的内容将发生很大变化。 从
空间角度看，今后五到十年，最大

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
群加快发展。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
理事长刘世锦注意到，《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 提出加快都市圈一体化发
展，包括构建上海大都市圈，加快
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
市圈建设。

吕倩雯 曹博文 整理

当好科技创新攻坚突围“国家队”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项 202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12 亿

元，支持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创产业融合发展等省际合作项目建设。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科技创新是长三角发展繁荣的核心竞争力，沪苏浙皖凝聚共

识，为科技赋能更高质量合作、谋求更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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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IP是具象化
“诗和远方”

记者：这是您首次提出“创意
黄山”， 黄山具有哪些创意优势，

如何用创意加持城市形象？

凌云：此次全球创意设计大
赛的主题是“让好物遇见创意，

让创意触网数字”。黄山的“好
物”太多了：乡愁梦萦的徽州村

落、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巧夺天
工的徽州艺术、名扬四海的徽菜

美食、固本培元的新安医学、意
境空灵的新安画派……你看这

个“徽”字，上下是山水，两边是

人文，象征着山水人文的美好与

吉祥。我们熟悉的黄山臭鳜鱼，
背后就是独具创意的徽文化：相

传有位徽商品尝到多肉少刺的
鳜鱼，想带回家孝敬老母亲，不料

路途遥远加上天气炎热，鳜鱼散
发异味，徽商担心母亲吃坏肚子

便想将鱼丢掉，但节俭的老母亲

舍不得，重新制作成菜后闻起来
臭，吃起来却很香，臭鳜鱼从此

“一臭成名”，这一道徽州名菜，
就蕴藏着徽商的百年浮沉和中

国传统的孝亲文化。
黄山整座城市是一座可以随

手触摸、亲近对话、没有屋顶的创
意博物馆，信步走进一个村落，就

会翻动一页历史，随处踏足一块石
板、就会触动一段记忆，烟雨徽州、

田园徽州、村落徽州是黄山的独特
IP，是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在大

开放的新时代，数字革命引领未
来、点亮未来、洞见未来，我们要用

好黄山人文自然资源优势，通过创
意赋能、数字赋能，吸引天下创意

英才，汇聚全球创意资源，以国际
视野和全球眼光来开展人文交流，

激活黄山走向国际的文化“条形
码”，成就一座被全球创意加持的

现代化新黄山，使之成为人人向往
之地、倾心之地，来了就念念不舍、

走了还想再回头。

无形纽带牵起
“山海之情”

记者： 选择在上海向全球推
介黄山，有着怎样的期待？

凌云：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世
界大舞台，云集了国内外最顶级

的创意人才，汇聚了最丰富最充
沛的创意资源，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强劲龙头，是一个不断创

造并见证奇迹的地方，我们相信

在上海能够连接全球。
更重要的是，一条无形的情

感纽带，连结着黄山与上海。明清

时期，上海就是徽商的重要活动
地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万

名知青、十万亩大山”连起两地
“乡情”，目前上海在黄山仍有茶

林场、练江牧场两块“飞地”，这种
感情穿透时光、历久弥新。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现实合作将我们联系得更加紧

密，如今上海是黄山重要旅游客
源地，上海城投等沪上名企在黄

山投资兴业，我们与长三角创意
经济专委会的合作逐步深入，与

复旦大学合作的杨浦湾谷斐迪园
“反向飞地”初具雏形，还与杨浦

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随着“轨道上的长三角”加快
建设，黄山与上海时空距离大大

拉近，目前乘坐高铁最快只需 2.5

小时，车次很多、说走就走。未来

杭临绩高铁建成，两地车程将缩
短到 1.5小时，进一步实现“同城

化”。欢迎更多的上海朋友到黄山
来，呼吸一口香甜的空气、度过一

段美好的时光、架起一座合作的
桥梁、开启一个创业的梦想，共同

成就一段难忘的“山海之约”。

世界名山的
“三重境界”

记者： 您说过， 黄山要站在
“世界名山”的高度与全球文化对

话，如何理解？

凌云：陶行知曾经深情写道：

“我们徽州可谓之世外桃源，世界
上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与我的家乡

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黄山

与瑞士少女峰是姊妹山，黄山市
与瑞士因特拉肯市是友好城市，

黄山有着“世界名山”的基因。
我们希望刷新外界对黄山的

认知。在我看来，看黄山有三重境
界———看山就是山、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一生痴绝处，无梦到

徽州，黄山冠绝天下，新安江含韵

千年，奇松、云海、怪石、温泉、冬
雪“五绝”著称于世，宛如一幅大

泼墨的立体山水画，所以“看黄山

是黄山”。但黄山又不仅仅是黄
山，黄山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

产城市，拥有歙县、黟县两个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徽文化涵盖经、

史、哲、医、科、艺等诸多领域，人
文璀璨、徽韵绵长，这是第二重境

界。今天的黄山是“一带一路”、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崛起多个
国家战略叠加之地，空间价值、经

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以及
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正被外界

重新发现、重新估值、重新构建，
黄山已经迎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新风口，迎来“看黄山
还是黄山”。

期待通过此次推介，让黄山

亮相大上海，向世人展示一个时
尚灵动、青春靓丽、惊艳惊羡的现

代黄山；融入长三角，连接优秀资
源，重塑城市能级，展现黄山作为

长三角南翼门户的担当；走向全
球化，加速崛起赶超，打造一个生

态型、国际化的旅游目的地城市，
把黄山打造成近悦远来、享誉世

界的中国名片。
首席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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