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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启动建设一周年之际，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建设工作现场会昨天在沪举

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

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会

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

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凝聚共识、协同

行动，加快推进落实《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总体方案》，着力做强区域

核心功能、推动政策制度创新、强化

关键基础支撑，全力推动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建设迈上新台阶，更好服

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

持会议。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丛亮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通

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一周年工

作情况，江苏省副省长马欣，浙江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金彪，安徽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刘惠分别讲话。

李强指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肩负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创国际合作

竞争新优势等一系列战略使命，要

进一步做强区域核心功能，在聚焦

高端、抢占前沿，共拉长板、彰显特

色，强化协同、相互赋能上下更大功

夫。携手推动区域内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抢抓产业链价值链高

端环节。集合精锐力量，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突破，在数字经济、绿

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和新赛道上抓紧

布局。立足各自发展特色，共享优

势，形成错位发展、互补发展格局，

培育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我特的新亮点。推动南向拓展带和

北向拓展带协同发展，以数字技术

助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以制造业

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开辟更广阔空

间。在整机和关键零部件协同、研

发和产业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协同

以及生产、展示和销售协同等方面

继续加大探索力度，推动区域发展

能级实现整体跃升。

李强指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区域功能布

局的核心，要突出总部经济的能级

提升、贸易功能的内涵拓展、流量价

值的挖掘和创造，更好为南北“两

带”服务、为长三角服务。着力引进

标志性、引领性的龙头企业总部机

构，推动总部机构融合多元功能，向

亚太或全球总部升级。积极布局和

发展新型国际贸易，着力打造全球

数字贸易港和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

地，加快培育发展数字内容分发、知

识产权交易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

易。围绕生活消费品发展免税经济，

围绕高端装备打造工业品首发经济，

围绕时尚设计做强创意经济，把入口

和端口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李强指出，要做深做透政策制

度创新的大文章。加快探索统筹跨

境和离岸的政策制度，着力探索内

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机制、与离

岸业务相匹配的政策环境、数据跨

境流动储存的有效路径，使大虹桥

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本土企业

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加快探索放

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的政策制

度，提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畅通完

善进博商品的集散链路，共同打响

“进口商品采购在虹桥”品牌。加快

探索破解市场主体痛点难点的政策

制度，从产业发展全链条、企业发展

全生命周期出发，形成更加完善的

制度供给。

李强强调，要共同努力把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的关键基础支撑打得

更牢，使交通更便捷、配套更完善、

营商环境更一流。加快推动交通重

大项目落地，打造立体式多层次综

合交通网络体系，优化交通组织，统

筹发展不同模式的轨道交通，巩固

和放大同城效应。打通内部路网，

完善交通布局，解决好“最后一公

里”问题。布局建设高品质国际社

区，完善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完善

绿地公园生态体系，推动高品质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让这片区域宜居

宜业、宜学宜游。要努力成为长三

角营商环境质量最好和水平最高的

区域之一，共同打响长三角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品牌，协力推进更多事项

跨省办理，深化电子证照互认共用，

推动流程再优化、服务再升级、效率

再提速、监管更友好，力争率先实现

跨区域、全链条的“一网通办”。

丛亮指出，过去一年，围绕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战略定位和重

点任务，各有关方面通力合作，开展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重大

事项、重大项目落地实施，“一核”动

力更加强劲，“两带”建设亮点纷

呈。下一阶段，要加快打造强劲活

跃增长极的极中极，协同建设联通

国际国内的彩虹桥，合力构建服务

长三角的大平台，切实加大统筹协

调工作力度，携手将“大虹桥”打造

为“中国的虹桥”“世界的虹桥”，努

力推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陈靖、宗

明，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沪苏浙皖相关部门、地区负责

同志出席会议。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管委会、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嘉

兴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

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一批大商务、

大交通、大会展项目在会上签约。

会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三省

一市有关领导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考察了企业展示中心、企业服务

中心和虹桥国际商务人才港、虹桥

临空经济示范区等。

从苏州相城区的家中出发，乘
坐23分钟高铁到达虹桥商务区的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
样的跨省通勤对于软件实施工程
师王建伟，已成为常态。
王建伟是东北人，前些年随妻

子在苏州落户。为了方便通勤，夫
妻俩在苏州北站所处的相城区安
了家，因为这是与虹桥商务区距离
最近的地级市高铁站。按照交通
部门规划，2023年苏州轨交S1线
将与上海轨交11号线实现“无缝
衔接”，苏州10号线、上海17号线
和嘉兴3号线还将在长三角示范
区江南水乡客厅“握手”，实现三地
轨道交通的贯通互联，沪苏湖铁路
预计2024年开通。王建伟欣喜地
看到，苏州和上海将越来越近。
一个人的生活故事也许很细

微，却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协同开
放、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缩影。
一年前，国务院批复的《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提
出到 2025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基本建成；到 2035年，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全面建成，成为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提升我国对外开放
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
重要载体。
昨天，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启动

建设一周年之际，一份成绩单数据
亮眼：2021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一核两带”7000平方公里全域生
产总值（GDP）达到2.58万亿元，以
占长三角三省一市不到2%的面积，
贡献了区域近10%的经济总量。

数字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但很多时候，更重要的东西隐藏在
数字之下。犹记一年前的新闻发
布会上，有一个提法成为媒体报道
焦点：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是继经济

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国家级新区、
自贸试验区之后一种全新的开放
形态，在全国开放格局中将发挥独
特作用。
什么是全新的开放形态？一

年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建设，
让人们在探索中有了更深的理解：
虹桥不仅是上海的虹桥，也是长三
角的虹桥，更是世界的虹桥。
过去人们常说的开放，大多是

对外的。虹桥的开放，却是双向开
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横跨长三
角“经济黄金轴线”，覆盖沪苏浙的
14个区县，形成了“一核两带”的
功能布局，这7000平方公里土地
上，既有综合交通枢纽，也有国际
化中央商务区；既有进博会大平
台，也有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这
里不仅面向世界，也面向国内，以
扩大对外开放来深化对内开放，成
为长三角乃至更大范围的国内大

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战略链接。
虹桥的开放，也是制度的开

放。“一核两带”本身就立于深化改
革的潮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设
立，更是围绕破解制度瓶颈，采取
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创新举措，激
发区域发展的澎湃动力。一年来，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
案》明确的29项政策措施已落地
26项，涌现了一批实践创新案
例。比如，长三角“一网通办”在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先行先试，不断深
化“一核两带”间政务服务和公共
服务互联互通，加快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总体
方案》明确的104项重点任务也已落
地99项，落地率超过95%，一批政策
措施加快落地实施，一批功能平台
持续赋能提升，一批重大项目实现
开工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显示度、带动力显著增强，为推动区
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虹桥力量”。
虹桥的开放，也是区域协同开

放的创新探索。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的深入推进，都市圈将成为区域
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理应打造成为“同城效应”
的重要门户，建设宜居宜业的典
范。在这方面，依然有许多瓶颈需
要突破。比如，中国城市发展规划
的传统做法是根据行政管辖边界
范围来进行规划建设，如何在资源
配置、基础设置、法律体系等方面
进行跨省协调，是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难点；又比
如，在产城融合方面，在现有体制
下，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如何从户籍
人口过渡到常住人口，都需要进一
步的制度设计。
如何答好大虹桥“开放题”，未

来还需各方一起努力。

如何答好大虹桥“开放题”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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