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苏州工业园区如何从一张蓝图变地图

让变化发生：
奇迹是表象，蝶变是必然

    湖与海的交汇，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这样的

人间至味。阳澄湖是来自太湖的遗产，大闸蟹是来

自阳澄湖的馈赠。

在彻底改由人工养殖之前，大闸蟹先是在淡

水的河湖里成长觅食，生育季节则洄游至入海口

的咸水中产卵。此时，在洄游路上设蟹簖拦截，大

闸蟹们就乖乖到网笼里来了。簖还有个别名叫

“沪”，后来成了上海的简称，倒是有史可查的。

“沪”与“苏”的因缘，原来古已有之！

每到金秋时节，大批“沪”人便溯流而上，蜂拥

而至阳澄湖畔，既享拆蟹之食趣，又赏风景之绝

美，趁余兴未了，更一脚油门便来到了近在咫尺的

金鸡湖畔，湖东漫步天幕，湖西打卡“秋裤”，更于

繁华都市之中找寻江南文化之雅韵，著名的苏州

“鸟巢”科技文化中心，欣赏一场苏州交响乐团或

苏州芭蕾舞团的演出。

如今上海与苏州的关系，用“一衣带水”也不

足以描述了，而是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

体”局面了，人们形容说，上海多了个金鸡湖，苏州

也有了陆家嘴。

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带来的变化，也

是沪苏同城化带来的变化。上海和苏州人民，享受

着社会“迭代”式发展带来的红利。

近日，来自新加坡、上海等主流媒体，走入阳澄

湖畔“奇迹”之地，进行了深度的考察。时值金秋，

海清河晏，良辰清风，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使我

们此行，拥有了“江南”的味道。

“一图绘到底”的痛快淋漓

苏州工业园区三大湖（其中阳澄湖不是全部

属于工业园区，相城区、昆山市、常熟市亦各占其

一部分），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由北向南分布

于这片土地上，自其形成以来，亘古未变。

变的是它们之间的这片土地。

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具有标志意义

的重要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 1994年 2月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27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

化”，从未停过。“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在苏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我们看到一幅 27

年前的“开发前手绘规划图”，图中描绘了湖东的

会展和高端商务，湖西的超高层地标建筑和繁华

商业，湖中心绿意盎然的绝美小岛，一条大道贯通

东西，其结构布局和和现在建成的苏州工业园区

实景图相比，规划图和实景图的相似度高达 90%。

事实上也是，苏州工业园区自设立以来，就是

秉持先规划后建设原则，长远考虑、系统规划、分

步实施、绝不偏离，在既定的结构布局之下做填空

题，一点一点完成规划的目标，并不断地迭代、细

化完善。同时，按照“需求未到，基础设施先行”的

思路，适度超前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大规模

集中建设“九通一平”，即对园区的市政道路、供电

线路架、供水管网、燃气管网、供热管网、排水管

网、排污管网、电信管网、有线电视光缆铺设同步

建设，而不是只顾眼前，建到哪儿算哪儿，后续再

缝缝补补。这一思路，完全摒弃了往往遭人诟病的

“边开发边规划”、“先开发后补规划”的做法。

“一张蓝图绘到底”，说到做到，想到做到。

经过 27年发展，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全国开

放程度极高、发展质效极好、创新活力极强、营商

环境极优的区域之一，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窗口、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

2020年实现 GDP2907亿元，创造了 72项国

家及省市“第一、唯一”的成绩和荣誉，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基本框架初步构建。

园区还展现出了在江南文化品牌建设中的

园区担当。园区党工委委员、宣传统战部部长朱

江表示，园区的“江南”，是有国际特色、时代特

征和园区风格的江南，是新时代的江南。如前文

所提及，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和芭蕾舞团，在全

国地级市中独一份。正是有了苏州工业园区这

座现代化新城的崛起，千年苏州，摆脱了单一的

古城形象，成功塑造了古今交融的“双面绣”风

格：一面是精致秀美、粉墙黛瓦、深厚积淀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而另一面，则是繁华时尚、多

元融合的现代都市。

“奇迹”背后的全力以赴

世间万事，唯有亲见才知，所谓的奇迹，无外

乎都是人的努力。园区的成功，是三十年的专业专

注，是三十年的全力以赴。园区人的严谨作风，务

实态度，职业情怀，是二天园区之行给我们触动最

深的地方。

全国地级市首个国际商事法庭；首家自贸区

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站；“海管家”“电子劳动合同”

等 100余项首创案例，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25项

在全省示范推广，47项在 19个联动创新区推广。

这些首创、“奇迹”，莫不是园区人积极探索创

新、全力以赴做出来的。

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沈

觅指出，“园区经验”是苏州“三大法宝”之一，其精

神特质就是“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他表示，苏州

工业园区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

践者、开拓者，设立以来一直担负着改革创新“试

验田”的重要使命，苏州自贸片区挂牌两年来，自

觉践行“探路、引领、突围”的使命，坚持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致力把自贸试验区

的“含金量”转变为发展的“高质量”，将改革“试验

田”种成发展“高产田”。

面向未来的踌躇满志

事实上，“全国首个”、“全省首个”等头衔，对

于苏州工业园区来说并不新鲜。毕竟，苏州工业园

区可谓一出生就自带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基因。

在创新的驱动下，变化是永恒，蝶变是必然。

面向未来的苏州工业园区，踌躇满志。

苏州市上月底刚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会，对

下辖 10个县级市（区）提出了新的定位，其中，赋

予了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一

流自贸试验区，成为面向未来的苏州城市新中心

的定位和愿景目标，简称为“双一流、新中心”。

“加快建设面向未来的苏州城市新中心，就是

要进一步聚焦城市，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沪苏同城化，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完善科创策

源、现代服务、品质消费、文化交流等核心功能，做

强中心硬核，使产业更有‘厚度’、民生更有‘温

度’、城市更有‘品位’、生活更有‘品质’。”沈觅说。

（朱桂根 冯丹霞 邱如明）

    在古长江下游三角洲，太
湖曾是个吞吐潮汐的海湾，后
来由于陆地生长，由海变湖。海
陆演变，沧海桑田，无以数计的
大小水面，在这块土地上形成，

大者名湖、 小者成沼、 浅者为
荡， 它们之间形成纵横密布的
河道沟渠。 其中一个方圆达 18

万亩的大湖，被称为阳澄湖，岸
线蜿蜒曲折，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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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公园飘来咖啡香……
浦东新区“一业一证”落地 首批“升级版”许可证颁发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最
近，“咖啡控”们发现，世纪公园里飘
来了咖啡香，有了首家连锁咖啡

店———MANNER咖啡。昨天下午，
一兆韦德健身、MANNER咖啡等企

业代表，获颁“一业一证”浦东新区
法规出台后首批“升级版”行业综合

许可证，标志着浦东新区“一业一

证”改革进入“单轨制”的新阶段。
据了解，这是浦东贯彻《引领区

意见》的重要改革任务，也是落实引
领区建设法治保障的首创性举措，对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改革
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具有标志性意义。

“今年 9月初，我们先申请了咖

啡馆世纪公园门店的营业执照，马

上开始装修。9月底，门店装修好后
我们再申请行业综合许可证，不到

5个工作日就办出许可证了，咖啡
馆赶在国庆黄金周开门营业，很受

欢迎。”昨天下午的颁证现场，记者
在茵赫餐饮（MANNER 咖啡）法定

代表人领取的综合许可证上看到，

证上有一个二维码，只要“扫一扫”，
即可进入上海市电子证照库，企业的

行业类别、许可证编号、发证机关、发
证日期、许可项目等一目了然。

和传统中不同部门发放不同许
可证、企业要四处奔走申请证照不

同，在这张行业综合许可证中，不但

有企业的基本信息，还包括了酒类

商品零售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
并明确标出企业的经营项目等信

息，企业真正实现了一证在手即可
开门迎客。

2021年 9月 28日，首部浦东
新区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深化“一

业一证”改革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经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落
地实施。

《规定》在固化近年来浦东新区
市场准入领域多项改革成果的同

时，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对行业综
合许可证做了“升级”：一方面实行行

业综合许可“单轨制”改革，向市场主

体制发行业综合许可证后无需再核

发单项许可证。有关行业改革后，涉
及的单项许可证不再单独受理、发

证，相关部门不得要求市场主体提供
单项许可证，真正实现企业获得“一

证”即可“准营”。另一方面，建立行业
综合许可证统一有效期制度，整合后

行业综合许可证统一确定有效期，大

幅提升企业经营全生命周期便利度。
上述两项举措对多部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相关条款做了变通。
在“放得开”的同时，如何“管得

住”？浦东新区文体旅游局旅游处处
长张奎堂介绍，此次浦东新区法规

明确，对纳入“一业一证”改革的行

业，应当依托“一网统管”平台，实行

对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动态监
管、风险监管、信用监管和分类监

管，为浦东新区构建协同高效、安全
可靠的风险防范和事中事后监管体

系提供了强有力法治保障。
下一步，浦东新区将按照《引领

区意见》，全力以赴贯彻落实《规

定》，围绕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发展
需求，建立健全系统完善、精准集成

的制度供给模式，推出市场准营承
诺即入制等更大力度的改革举措，

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
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努力打造“放管

服”改革引领区。

今日论语

    为植物人进行伤残鉴定，竟然

要“让植物人本人来”，而且还要去
指定医院。 近日，家住杨浦区的张

阿姨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无奈
之下，张阿姨带着已经在一家三甲

医院住院的爱人王先生，一起去指
定的社区医院，按照流程进行了伤

残鉴定，已经是植物人状态的王先

生也终于证明了自己是植物人。

张阿姨的遭遇经媒体报道之

后， 在网上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网民“沫陌”深有同感，她表示，其

母也瘫痪在床，办点事情也是被要

求“本人到场”，很多事只能拖着；

网民“谢骏”建议，街道方面应该帮

助咨询，多做建议，不是单子一发

了事，做好服务，有时候就是个态
度的事情；网民“魔都曰”表示，服

务太死板了，特别是残疾证明的对
象都是残疾人， 医院鉴定是必须

的，但是具体服务太不人性化了。

制度是刚性的。由于植物人的

伤残等级比较高，因而在鉴定上需

要非常严谨， 按照相关规定来说，

高等级的伤残鉴定是需要申请人

本人携带身份证等材料前往指定
医院。 但是服务应该是柔性的。 植

物人本身行动就不便，像王先生原
本就在一家三甲医院住院治疗，能

否使用三甲医院的鉴定证明，或者

就由指定医院上门鉴定？

进行伤残鉴定， 办理残疾证，

本身就是一项为民服务。为民服务

的核心是“民”，无论遇到怎么样的

情况，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让老百姓
感到便利，而不是来一句“我没有

办法，这是上面规定的”来推脱。

“部门动动嘴，群众跑断腿”的

情况正在逐渐成为历史， 像为了一
趟出境游，得跑几个部门“证明我妈

是我妈”已经不复存在。在有关政府

部门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

能否先“破”后“立”，破除不合理的

服务流程，实现信息共享，方便服务

对象。 同时，也要立规矩，发现不实

现象，加强信用监管，加大信用惩戒
力度，规避不诚信行为带来的风险。

为民服务，要为民带来真正的
便利，关键就在于减环节、减证明、

减时间、减跑动次数，核心则是有
关部门以管理为中心向以用户服

务为中心的理念转变，让各种因为

“奇葩流程”而产生的“跑断腿”现

象成为“过去式”，更好地体现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宗旨理念。

“让植物人本人来”，此类奇葩流程当休矣
方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