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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小村打开“上海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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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大礼包”升级扩容

“寒潮来的时候，淀山

湖上的冰挂可漂亮了。”摄

影人赵建平眼里的淀山湖，

是“出片”的宝地，处处都是

风景，没事他总喜欢到湖边

兜兜，去巧遇一些画面，“前

几天有雾，湖边一排水杉，

雾低低的，像一幅中国画。”

从小在青浦长大，赵建

平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情。

“我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

记录着她的发展，展望着她

的未来。”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以

来，很多项目陆续开工，赵

建平的脚步也没停下过。

作为示范区先行启动

区内第一个开工的互联互

通项目，青浦东航路对接吴

江康力大道，元荡路“横空

出世”，打通了沪苏省界断

头路，把两地40分钟的通

行时间缩短为5分钟。作

为“记录者”，赵建平闻风而

来，在项目建设期间，五六

次到现场踩点。“当时的路

不好，走进去很困难，要穿

过村子、穿过树林。”

从元荡桥到元荡慢行

桥，再到正在抓紧施工的沪苏湖

高铁，两年多来，赵建平对元荡

湖上发生的变化了如指掌，当示

范区发出“此间最江南”摄影大

赛征集令时，他的作品《四龙汇》

凭借对示范区两年变化的精准

把握和美好寓意，获得了评委们

的一致首肯，拿下了大赛的特等

奖。这份荣誉对于赵建平来说，

有些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变化，不仅发生在赵建平的

镜头里。税务工作者赵建平日

常做的是税务信息登记，作为一

体化制度创新的重要领域，他在

一线感受到了示范区两年来的

变化。“一体化就是要打破行政

壁垒，要进行跨区域的尝试。这

两年我们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支

持下，打通操作系统，企业办

事更方便，反响很好。”赵建

平举例说，以前在青浦的企

业如果要跨域迁移到吴江或

者嘉善，需要先在青浦办理

注销手续，而现在只需要在

系统里“把属性改一改”就

好，“这就实现了资源优化配

置，让企业自由流动。”

赵建平也有遗憾。特殊

时期，因为工作关系，他的日

常出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他更多记录的是发生在青浦

的变化。“等疫情过去，或者

等我退休了，自由了，一定要

到吴江、嘉善走走，记录更

多示范区里发生的故事。”

在示范区规划展示馆，

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在馆内

的大屏幕上展示，不少获奖

作者停下脚步和自己的作品

合影留念。赵建平没有，他

的视线落在一旁沪苏湖高铁

的规划建设图上：红色的铁

轨穿过雪落漾、穿过元荡，在

江南连片的湖域穿行。“前几

天我去元荡看过，高铁的建

设推进速度非常快，湖里的

柱子已经竖起来了。”尽管尚

在施工，“高铁水上漂”的壮

阔已经让赵建平心生向往，

“往前看，精彩永远在前方。”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沪浙交界，和枫泾古镇一河之

隔，便是嘉善县惠民街道枫南村，

沪杭高速、320国道、沪杭铁路贯

穿其中。2010年以来，通过农房

集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面积近

10平方公里内的43个自然村1300

多户村民聚集到一起形成的枫南

新区，成为嘉善县颇具规模的新农

村集聚小区。集聚，改变的不仅是

日常的生活方式，村民的生产生活

条件同步得到改善，经济发展、乡

风文明、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枫南新区村民王明静在家附

近的药店工作，她的丈夫在村附近

的啤酒厂上班，夫妻俩的月收入近

8000元，家里部分房间出租每年有

3万元的房租收入。如今，两个孩

子就读于村里今年9月刚建成的华

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嘉善实

验学校，教育资源和条件都非常

好，王明静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工

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周边的学

校、银行、菜场都很近，办什么事都

非常方便。”在王明静心里，这里的

生活跟城市没什么两样。王明静

的公婆每个月有4000多元养休

金，平时在家养养花草、接送孩子，

不时去村里参加老年活动的公公

沈连松也非常享受安逸的生活。

这几年，枫南村积极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得到了村民的

支持和配合。家家户户做好各自

房前屋后的环境整洁和垃圾分类，

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村里每个

月都有垃圾分类的积分兑换，每个

月对环境秀美户进行奖励，积分兑

换的券以及每个月的奖励都可以

去新开的超市使用。”枫南村宣传

文化员姚晨颖说。

姚晨颖所说的超市，是今年枫

南村为村民全新打造的商业综合

体，这个集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和

餐饮业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还配

备了地下停车场。商业综合体的

启用，不仅让村民生活更便利，同

时也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

超市营业员王引娟是枫南村

村民，此前在枫泾镇工作的她，每

天路上的来回时间就要近40分

钟。“超市里的员工几乎都是枫南

村村民，离家近，待遇和环境也都

很好，我们都很满意。”王引娟说。

筑巢引凤，全方位“升级”的枫

南村，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借

着一体化发展的东风，2019年下

半年，总投资40亿元的“上海之

窗 ·智慧科学城项目”落户枫南

村。2020年8月，枫南（未来）社区

入选浙江省第二批未来社区试点

创建项目名单。“这几年，我们村通

过入股‘飞地抱团’建设项目等方

式，集体经济收入到今年已经超过

1000万元。”枫南村党委书记盛丽

霞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奚村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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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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不同。诊

室里，主治医生陈丽一边从电脑里

调出王晓栋的化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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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便捷和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张清单的

出台密不可分，这张清单也是一

份民生“大礼包”，医疗保障不过

是其中一项。2022年新年伊始，

示范区第二批共建共享公共服务

项目清单正式施行，卫生健康、医

疗保障、教育、养老……13条清单

或新增，或迭代，示范区居民的民

生“大礼包”更加厚实。

一张清单真惠民
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民生之根

本，不仅关系到示范区内广大民

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

又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制度

等资源配置紧密相关，既是一体

化发展中最为复杂、任务量最大、

最亟待破解的领域，同时也是示

范区内最容易示范的领域。

2021年1月，《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共享公

共服务项目清单》（第一批）共含

20条，涵盖卫生健康、医疗保障、

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养老、交

通、政务服务等八大领域。

示范区内医疗机构检验检查

报告互联互通、跨省域中医医联

体建设、一体化远程诊疗、门急诊

就医结算免备案……正是这一系

列组合拳，打通了王晓栋便捷的

就医之路，让示范区内的居民切

实感受到了示范区建设的好处。

迭代更新细节足
2022年1月1日，示范区第二

批公共服务项目清单正式施行。

清单共13条，涉及卫生健康、医

疗保障、教育、养老、政务服务、综

合应用等六大领域，在第一批清

单的基础上，新增10项，迭代更

新3项。

记者注意到，在卫生健康领

域，第二批清单包含4项内容，其

中医疗机构检验检查报告互认

为迭代升级。在第一批清单基

础上，增加了医学影像检查资料

和医学检验结果的互认。预计

今年6月底前，将实现示范区内

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间跨域医学

影像检查资料和医学检验结果

的互联互通互认、实时查阅和互

认共享。

而在医疗保障方面，门诊慢

特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异地就

医结算全域免备案和异地医保基

金联审互查两项也进一步升级。

前者在第一批清单的基础上，增

加常见门慢病（高血压、糖尿病）、

门特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费

用直接刷卡结算；后者将异地就

医结算免备案范围扩大至住院、

互联网+异地就医结算，实现异地

就医结算全领域免备案，并做好

跨省异地医保基金联审互查，推

动示范区内异地就医医保基金监

管同城化。

新增福利诚意满
免费为符合条件的居民进行

大肠癌早期筛查、为示范区内年

满60周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免费接

种1剂次23价肺炎疫苗、两区一

县选取优质教师授课课件共建共

享、医保电子凭证“一码通”、养老

资源共享、不动产登记跨省办理、

上海公积金异地还房贷……细看

第二批清单新增的10项内容不难

发现，对于示范区居民来说，这些

福利也是诚意满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清

单是动态的，清单出台实施的同

时，示范区执委会将继续会同两

省一市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区

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衔

接，推进清单内项目、标准、制度

的对接和统筹，根据实际情况做

出及时调整。

以社保卡“一卡通”为例。清

单明确了，示范区居民通过社保

卡即可在示范区的8路公交直接

刷卡乘坐，到示范区主要景区享

受门票优惠，在两区一县图书馆

实现图书通借通还。事实上，随

着示范区互联互通项目的持续推

进，示范区居民可以享受的便利

也将实时更新。据了解，对于持

有社保卡“一卡通”的示范区居

民，不少景点已经给出了门票半

价甚至免费的优惠，后续这些优

惠还将有望不断扩容，进一步推

广至商铺。

本报记者 毛丽君

示范区第二批公共服务项目清单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