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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一体：“无人区”里闯新路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两周年

    “有了之前的经验，现在项目推进应该容

易不少吧？”“还是很难，但是现在三地心往
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大家都很有干劲。”站

在风里，一名执委会的工作人员紧了紧衣扣，
“以前是三家各起炉灶，桌上可能是一菜一

汤，现在大家发现，一起干可以从原来的一菜
一汤变成三菜一汤，桌上的菜多了，选择的空

间也更大了。”

“现在执委会有 47个人，工作应该比之
前相对轻松些了吧？”“还是有很多事要做，总

感觉人再多也不够。不过，我们一直开玩笑地
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把自己‘干没了’，哪

天执委会没有了，示范区就成功了。”
那一刻，我眼前出现的，是火箭升空时

的绚烂。火箭的使命，是把有效载荷送到既

定位置，在这个过程中，火箭的各个部分完
成加速使命后，便一节节分离、坠落。就像这

两年间，执委会有人离开，有新人报到，一批
一批的“执委会人”正承担着自己的使命，推

动示范区朝着“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轨
道前进。

    姚杨公路－叶新公路通车后，上海人徐丽花去嘉善姚庄

上班，单程的高速费用可以节省 10 元钱；吴江人李伟强拿

着社保卡，乘坐示范区公交出行，一卡可享两地优惠；嘉善

人王晓栋可以直接刷医保卡在青浦的医院就诊， 约上了上

海三甲医院的专家……他们是上海人、江苏人、浙江人，他

们是“示范区人”。

“干起来再说！ ”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两周

年建设工作现场会举行的那几天，示范区执
委会工作人员的朋友圈里，有着按捺不住的

激动与兴奋。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他
们 700多个日夜工作成果的“验收”。

时间回到两年前，示范区揭牌，作为首批
入驻执委会的工作人员，35位来自上海、江

苏、浙江三地的青年干部，在朱家角镇沙埭路

66号“安家”。一支从零开始的队伍，带着践

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使命，开启
了探索示范区一体化发展的新路。

彼时的执委会办公室，常常是亮灯到半

夜，一群人铆足了劲，从文件梳理，从实地走
访，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摸清他们身处的、聚

光灯下的这片热土的模样，他们说，今天再晚
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

规划、产业、生态、公共服务……从执委

会最初的部门设置，便可以看出他们“重拳
出击”的方向，在这些大方向的指引下，涉及

规划管理、生态环保、项目管理、要素流动、
财税分享、土地管理、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

都在以重点项目为载体，寻找制度创新的突
破点。头绪万千，路在何方？他们说，干起来

再说！

“过程比结果重要”

    从不统一到统一，从绝对统一到相对统

一，大到跨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出炉，小
到一条省际断头路的打通，青吴嘉三地所处

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如何在“示
范区”范围内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如何擦亮示范区的生态底色的同时保有强劲
的发展动力？一次又一次的思想交锋，一次

又一次的实地调研，一刻不停。他们说，发展

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两年间，73项制度创新成果破土而出、

65个重点项目全力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感受
到了来自示范区的新气象。对于示范区而言，

制度创新绝不仅是肉眼可见的跨省公交通
车运行、多年断头路一朝打通，也不仅是“一

卡走遍示范区”，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源共
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项目背后，一次又一

次打破行政壁垒、跨省域高效市场体系、运
行规则的重建，是绿水蓝天的联保共治，是一

场从“跨域有感”到“跨域无感”的奔赴。这或

许才是他们口中“过程比结果本身重要”的真
正要义。

那天，站在示范区规划展示馆楼上，眼前
是连接两区一县的太浦河，太浦河的中心，便

是长三角“原点”所在。深秋的风带着几分寒
意迎面而来，视力可及的远处，先行启动区的

核心项目水乡客厅已破土动工，工地上的彩
旗迎风招展，挖掘机正在河道疏浚清淤。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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