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乡江南，地嘉人善。

“嘉”“善”二字，本就有“美好”
之意，嘉善的景致，在摄影爱

好者们的镜头里，更是自带
“美丽”。10月 8日，“此间最江

南———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两周年回

眸”摄影大赛举行第三场采风

活动，走进浙江嘉善。
日前，由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
会、新民晚报社主办，青浦区

政府、吴江区政府、嘉善县政
府协办的摄影大赛启动，用影

像展现示范区两周年建设风
貌、生态风光、人文风情。本次

大赛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
浙江嘉善举行三场采风活动。

嘉善，地处沪苏浙交界的

长三角中心位置，千年吴越文
化滋养，梦里江南水乡浸润。

这里，是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
发展示范点、全国百强县前 50

强、全国文明城市……如今，
恰逢嘉时、身处嘉地的嘉善，

乘着长三角一体化东风，善谋

善为、善作善成，探索共同富
裕先行典范，释放无限机遇和

无尽可能。

采风当天，摄影爱好者先
后前往中央公园、嘉善图书

馆、博物馆新馆、嘉兴华航唯
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桃源

渔歌风景线等地，打卡精彩图

景和发展新貌。
本报记者 范洁

    省际交界处，有时会出现跨区域生态

廊道不贯通、交通衔接不畅等，这个问题也
困扰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的建设者们。
例如，想在示范区内建沿路风景缓冲

林带，到底应该建多宽？上海青浦的建设标
准为沿高速公路、主要公路、次要公路两侧

宽度各不少于 100米、50米、25米，浙江嘉

善标准为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主干道两
侧各不少于 30米、20米、15米，江苏吴江

还没有明确规定，三地管理类型不同、指标
要求存在差异，到底听谁的？

近日，伴随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规划建设导则正式

印发实施，这些问题有望在规划层面得到
解决。

规划建设 一套标准管品质
这是我国第一部跨省域的规划建设导

则，将助力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实现“一套标

准管品质”。导则适用于先行启动区范围
（660平方公里），示范区整体范围（2413平

方公里）可参照执行。根据导则，示范区先
行启动区的新建地区，应按照导则要求进

行规划建设；更新地区宜按照导则要求进
行规划建设。今年 10月底前，示范区“水乡

客厅”重点项目将实质性开工建设，届时这

一规划建设导则将得到应用。

“规划建设导则是示范区又一项重要
制度创新成果，无人区里闯新路，成果来之

不易。”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介绍，
此次发布的示范区规划建设导则重点聚焦

生态环境、城市设计、综合交通等 3个重点

领域，形成 1.0版本。
打造世界级滨水人居典范，关于生态

绿色的畅想正在启动。示范区将从生态空
间、生态景观、生态环境三个方面建构生态

环境保护管控指标体系，锚固以水为脉、林
田共生、蓝绿交织的自然生态格局，构建覆

盖城乡、活力多元、人在画中游的全域风景

体系，促进区域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
境协同保护与治理。

塑造江南韵、小镇味和现代风共鸣的生
活场景，关于现代江南的畅想由此展开。示

范区将从城镇和乡村两个方面建构示范区
城市设计管控指标体系，完善示范区历史文

化保护体系，完整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城乡
空间脉络和文化风貌，彰显示范区的自然生

态、城镇空间与地方文化三大特色，营造满
足未来生产生活需求的人居环境。

此外，示范区还将打造绿色高效多样

的综合交通系统，建构示范区综合交通管
控（指标）体系，以交通枢纽为核心整合空

间要素和配置资源，探索跨省域交通一体
化衔接技术，创新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

交通组织方式，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跨域一体 标准就高不就低
“以往编制的标准都是只针对单一行

政主体，此次《导则》要解决上海青浦、江苏

吴江、浙江嘉善三个行政主体间的统合问
题，对促进示范区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领衔参与编制导则
的中科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进院士表

示，过去青浦、吴江、嘉善三地主要依照各

自的地方标准进行规划建设，这些标准涉
及的内容、指标和程序要求各不相同，造成

了跨行政区域生态廊道不贯通、交通衔接

不畅、产业同质化竞争、大型邻避设施缺乏

统筹等问题，无法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也
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为此，在导则编制中，三地深入调研分
析了示范区规划建设管理现状，认真借鉴

与对比了当前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及其标
准，尤其注重青浦、吴江、嘉善现行地方标

准的协调，解决了过去由于三地标准不统

一而造成的功能不匹配、空间不协调、风格
不统一、管理不精细的问题。示范区未来将

坚持跨域一体，明确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划
管控底线与标准，并通过全新的“3+1+X”模

式，做出“就高不就低”的探索。其中，3是指
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三地现行标准，1是

指遵循国家统一标准为前提，X 是指借鉴
国内外先进经验。

“示范区处于各种建设与非建设交织
混存的状态，且未来包含活力城区、特色小

镇、美丽村庄等不同类型区域，具有空间、
形态、功能上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导则》的

另一大亮点，恰恰在于改变过去偏重于城
镇集中建设区的做法，打破原有城与乡、新

与旧相互分离的体系，落实统筹城镇、乡村

与水、林、田生命共同体的要求，统筹协调
所有空间要素，构建新旧协同、城乡融合的

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新标准。”张忠伟透露，
未来元荡生态岸线的修复和贯通、太浦河

清水绿廊、淀山湖岸线修复等工程建设中
都将应用这份规划建设导则。示范区执委

会将根据规划建设导则使用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及时反馈修改，并根据发展需要，制

定 2.0版。 本报记者 杨欢

    只要手机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收

付任意一方扫一扫，便可轻松实现消费

购物、乘坐跨省公交、缴纳税款、体验多
项公共服务……近日，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字人民币跨区域创
新场景试点又增新成果。
苏州市民张先生每个月都会帮爷爷

预存电费和缴纳燃气费，这几天恰巧在

上海青浦区出差，便想体验一下跨区域

数字人民币生活缴费。他来到工行上海
示范区支行柜台办理电费和燃气费缴

纳，提供户号，柜面交易，扫码支付，一气

呵成。几分钟后就到账了。“这次不仅完

成了异地生活缴费，还体验到了数字人
民币支付的方便快捷，以后我会常来！”

今年 3月，长三角示范区执委会印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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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乡村惠
农助农、智慧民生普惠、旅游消费潮购、

政务服务缴费等多方面积极打造具有示

范区特色的应用场景，增强知晓度、便利
度和普及度。如今，示范区数字人民币

底层技术不断成熟，应用场景也从简单
支付消费拓展到民生政务领域，数字人

民币试点的“朋友圈”正不断扩容。

例如，数字人民币在涉农领域支付

场景的落地生效，将红利普惠到示范区
农民。青浦西部地区某农户，今年通过

数字人民币在安信农保进行了投保。受

到台风影响，其种植的农作物受损，遂向
安信农保公司申请赔偿，安信农保通过

数字人民币钱包将赔款转至其数字钱

包，农户在收到赔款后，到经常合作的苏
州为农种子有限公司购置农业物资，通

过数字人民币支付还享受了消费满减。
书香门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销售实木复合地板的青浦企业，吴江雅
乐木业有限公司注册于苏州吴江区，长

期为书香门地集团提供板材等原材料。
书香门地集团作为数字人民币试点的核

心企业在建信融通平台上签发“线上融
信”后，吴江雅乐木业有限公司在建行建

信融通平台线上签收，当天该笔货款即
进入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中。“数字人民

币安全高效，供应链产品的线上办理便

捷。”吴江雅乐木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希望以后能结合更多场景应用，实

实在在帮助到我们中小企业。”

数字人民币在创新供应链支付体系
上的初步探索，为示范区上下游支付场

景提供了可靠的验证。一方面，使用数字
人民币结合相关金融产品，可有效提高

中小微企业资金周转效率；另一方面，数
字人民币全流程可追溯等特性也可为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可信的支付环境。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数字人民币跨区域创新场景

试点是示范区八大制度创新中“要素流
动”中的重要内容。下一步，示范区执委

会将继续围绕《工作方案》工作要求，推
进各项场景继续落地落实和拓展。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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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生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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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善博物馆新馆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全国首部跨省域规划建设导则发布

示范区建设有了统一标准

数字人民币试点再添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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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上海青浦、苏州吴江交界的元荡湖 蔡耀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