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分工合作 齐心
作为示范区先行启动区首个启动

的互联互通类项目，青浦东航路断头
路打通，对接吴江康力大道，将原来
!"分钟的通行路程缩短为 #分钟，新
建的元荡路一路链接元荡桥，架起了
两区直通的桥梁。
然而，关于元荡的故事才刚刚开

始。吸睛的元荡慢行桥拉开了元荡生
态岸线贯通工程建设的序幕，在之前
形成的工作机制基础上，二期工程在
青浦、吴江共同启动。
“原来岸线生态退化比较严重，河

口淤泥淤积比较多，土地利用率低，我
们将利用元荡半岛，打造一个湿地，绿
地里少量植入零碳驿站、休息长廊，帆
船码头等。”站在元荡湖畔，汾湖高新
区南站新城办副主任胡迎东描绘着这
片湖域未来的愿景。

本着“生态、低碳、智慧”的理念，
元荡生态岸线贯通工程二期工程的
建设，将在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的基
础上，由青浦和吴江分头实施。“你看
这一片平的水面，水下地形各不相
同，我们会通过水下地形的塑造，形
成不同水深、坡度，满足不同动植物
适应水深的需求，从而保证生物的多

样性。”从工程到生态，胡迎东说，吴
江、青浦分头实施建设的工程里，就
连水下地形的塑造都是延续的，一
体的。

两年，这种分工合作的工作模
式，在两区交界已然成了常态，用胡
迎东的话说，不过是“按照一家人的
思路，两兄弟商量着干，携手一起
干”，而这也正是他眼中“示范区平台
最大的优点”。

资源互联共享 惠民
医保卡挂号、排队等叫号，嘉善

人王晓栋在青浦区中医医院的就医
流程跟本地人没什么不同。“我最近
老是觉得口干乏力，想看中医长期调
理一下，前两天验血报告出来，有几
个指标不大好，提前在网上预约了上
海市中医院的专家，今天过来办事顺
便来复诊。”
诊室里，主治医生陈丽一边从电

脑里调出了王晓栋的化验报告，一边
通过远程医疗系统，和上海市中医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陶枫实时会诊。听了
病患主诉的症状，通过陈丽现场看舌
苔、诊脉，陶枫开出了一副适合王晓栋
的处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拿到处方的

王晓栋甚至不用等待取药、煎药，只需
要用本人医保卡直接结算，便可以离
开，等他回到嘉善，煎好的药应该已经
通过快递，免费送到了他家。

示范区内门诊异地结算免备案、
医疗机构检验检查报告互联互通互
认、跨省域中医医联体建设……一整
套组合拳，让王晓栋真正感受到了生
活在示范区的便捷。“我甚至不用扛着
空腹过来等验血，当地验血出了结果，
过来办事顺便就把病看了，真的太方
便了。”

而在吴江区汾湖为民服务中心，
示范区内的全部民生事项已经实现了
“一网通办”，医保报销、公积金办件、
税务跨省报销……许多服务甚至不需
要到柜台，在自助一体机上就可以办
理。受益于跨省通办综合受理服务机
制，青吴嘉三地共用一个办事系统后
台，进一扇门，办三地事，实现高水平
公共服务跨域“自由行”。
两年，示范区里互通的路网越织

越密，人们出行越来越边界；共享的服
务资源越来越多，人们生活的交集越
来越大，生活方式越来越像……正是
越来越多的“公约数”，让青吴嘉三地
“不是一个城市，胜似一个城市”。

本报记者 毛丽君

! ! ! !“不知道从什
么时候起，这里成
了网红店，晚上十
一二点周围的店
都关门了，只有这
里还亮着灯，门口
还有人在排队。”
在碟子里倒了点
醋，挑了些店家自
制的辣椒酱，姚雨
雯夹起笼屉里的
烧麦，在调好的酱
汁里蘸了蘸，轻轻
咬开。薄皮透着汤
汁晶莹的亮光，鲜
肉芦笋馅的香气
微微飘散，不黏不
腻，再配上一碗小
馄饨，就完美了。
“小时候一般是爸
爸打包回来给我
吃，现在住在城区
偶尔会回来吃上
一顿，还是小时候
的味道。”

青浦练塘镇
练新路略显狭窄
的路边，“夕阳红
烧麦店”的招牌在沿路各
种店铺的簇拥中并不显
眼。门面不大，前厅、后厨
被合理地安置在 $"多平
方米的空间里。#张厚实
的木桌，配的是高矮适中
的木板凳，%$ 岁的老板
朱美娟戴着围裙，在其中
穿梭。
“说起‘王妹’（朱阿

婆小名）镇上的人都认
识。”做烧麦的手艺无师
自通，馅料除了新鲜猪
肉，便是当季的笋：春天
是春笋，冬天是冬笋，芦
笋上市了就用芦笋，朱阿
婆一边挽着袖子和着大
脸盆里的馅料，一边乐呵
呵地说：“没有什么秘方
的呀！”
“刚开店那会儿，常

常有老年人在店里坐着
喝茶聊天，我给他们提供
免费的茶水，老人们都说
干脆叫‘夕阳红’好了。”

这便是“夕阳红烧
麦”店名的由来，
转眼已经快 &"年
了，铺面也换过地
方，只是在闲时，
依然会有镇上的
街坊邻居围坐在
店里，喝茶聊天，
一如往昔。

练塘镇上的
人几乎都吃过朱
阿婆做的烧麦，名
声便在口口相传
里、在朋友圈的晒
图和好评里传开
了。“常常有周边
省市来的游客，浙
江的、江苏的，拿
着旅游攻略排着
队；也有不知道哪
里来的摩托车队，
一字排开十分壮
观；还有老外，吃
完了一直说‘'(、
'(’。”见惯了各
种阵仗的朱阿婆，
对于小店门口排
长队的情景早已

淡定自若了。
“他们家生意很好

的，烧麦都是现蒸现卖，
味道确实不错，我刚下
班，就错峰来吃个早餐。”
在旁边太浦河海事所上
班的小费，笑称自己是
“吃着朱阿婆家烧麦长大
的”，值了个夜班，下班刚
好 )点左右，避开店里的
“早高峰”，悠闲地点上一
两烧麦，一碗小馄饨，新
的一天便是热乎乎的了。
如今，夕阳红烧麦店

的生意基本已经由朱阿
婆的儿女接手，而或许对
于练塘人来说，它的存在
并不仅是古老小镇上的
一家“网红店”，儿时的回
忆、晚归的灯火、再平凡
不过的日常，早已渗透在
熟悉的味道里，变成了练
塘人特有的、各自精彩的
“夕阳红”。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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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城市 胜似一个城市

! ! ! !近日，在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大会生态文明论坛现场，生态环境
部正式授予吴江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荣誉称号，继获评“国家环
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市”之后，吴江
将又一重量级“国字号”绿色名片收入
囊中。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我国

目前综合评价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的最高荣誉，共设置 !"项指标的考
核，涵盖生态制度、生态安全、生态空
间、生态经济、生态生活、生态文化等

$个方面。
近年来，吴江“置顶”生态文明建

设，将其融入了社会发展的各领域、
各环节，尤其是全域纳入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来，吴
江更是把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立志打造生态绿色新典范，走出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吴江之路”。

全国首创“联合河长制”、率先实
施区镇空气质量补偿制度、全国首创
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信息系统……
围绕绿色发展的一系列举措不断“出
击”，换来了吴江生态环境质量的连年
提升和绿色发展亮点的精彩纷呈。

,","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为 -,.#/，% 个国省考断面
水质达到或好于!类水体比例达到
-#.%/，比 *+0$年上升 0!.&/，太湖连
续十三年实现“两个确保”治理目标，
全区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近三年
危废利用处置率保持 0++/。,+,+年
水、气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均位居全省
前十。

如今，吴江携手青浦、嘉善，共同
组成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
色矩阵，这块世界级的“料子”底色渐
浓。从“江南水乡客厅”到美丽长三角
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付栋栋

吴江再获#国字号$绿色名片
区新面孔绿绿

青吴嘉我我
“一条河跨两区一县，两座桥联接两省一市，

按照四合院布局，还留了个‘城堡’给安徽，这在
全国也是没有的，非常有意思。”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
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口中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建
筑，说的正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核心中的核心”———水乡客厅的主体建筑“方厅

水院”，院子的中心位于太浦河上，就是示范区的
“原点”所在。在两区一县走了一圈，何立峰发出
了“不是一个城市，胜似一个城市”的感慨。

揭牌两年，示范区着力打造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样板间，通过制度创新，越来越多的领域实
现了“跨域无感”，而这或许正是“一体化发展”破
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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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娟展示蒸好的烧麦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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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数”让青吴嘉“跨域无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