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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뇰샫，启훘웴

过去的两个多月对于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来说，是突
如其来的“小别离”。由于疫情防控
的需要，青浦、吴江、嘉善地缘相邻相
接之处，多了严密的管控和排查。而
这片神奇的热土，总在创造着无限的
可能。无形的“一体化”发展谋划，早
已渗透在江南水乡的每一道河、每一
条路、每一个人心里。互联互通的重
启，带来的是愈发紧握的双手和更想
要一起狂奔的决心与动力。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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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忙 产业旺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4年1月中旬交

付，争取做到提前两个月交付条件完成。”

在历经十个月的施工后，日前，华为上海

青浦研发中心项目（F组团）首座研发办

公楼封顶。疫情并没有让项目的建设速

度慢下来，项目的施工正按照时间节点有

序推进。

施工有难度，就创新作业方法。为了

克服疫情的影响，项目施工团队按照“分

块规划、隔块施工、分层浇筑、整体成型”

的原则，采用“跳仓法”施工，利用最少的

资源和人员配置，进行现场施工作业，仅

82天就完成了项目约10万平方米地下室

（底板+结构）施工，工期比传统做法缩短

一倍。

在嘉善，总投资55亿元的兰钧新能

源项目一号厂房车间内部装修已基本完

成，一期三条产线正式投入调试，二期四

条产线也已启动安装。按照预期，7月，项

目将实现三条产线试生产，二号厂房项目

主体将于8月结顶。

嘉善展示馆室内装修工作紧锣密鼓

推进，300多名工人24小时分组不间断施

工，计划于6月底完工；祥符荡科创绿谷

研发总部项目施工正加快推进，计划于7

月20日前交付使用；祥符荡畔的竹小汇

科创聚落项目（一期）建筑主体结构顺利

封顶，整个项目预计在7月底竣工，8月开

始投入使用……疫情影响下的两个多月，

青吴嘉的土地上一大批重点项目建设进

势如荼，示范区这片热土始终热力十足。

路相通 情相牵
4月的元荡绿意盎然，放眼望去，“高

铁水上漂”给柔美的江南水乡增添了几分

壮丽。沪苏湖，一条在示范区内横跨元荡、

联通沪苏的巨龙，两个多月来捷报频传。

沪苏湖铁路Ⅱ标位于江苏和浙江交

界处，江苏段约6.139公里，桥梁下部工程

主要包括1667根桥梁桩基、184个承台、

184个墩柱等。该标段工程点多线长、水

系发达，涉水、跨航、跨路、深基坑等危大

工程工点多，整个桥梁下部工程的施工难

度都很大。不久前，江苏段顺利完成第

184个桥梁墩柱的浇筑，标志着该标段的

桥梁下部工程全部完工，施工取得决定

性胜利。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的重要项目，沪苏湖铁路在青浦区的总

体进度已完成50%，桥梁下部结构完成

85%，全面进入特殊孔跨梁部和制梁施工

阶段，规划练塘站将于年内开工。青浦区

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项目建设，确保全线

按计划于2024年7月底建成通车。

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上海市轨交17

号线西延伸工程的关键施工点，日前已

全面复工。预计年底可完工临建工程、

西岑车站主体结构及室内装修，完成跨

G50节点桥、高架区间和跨拦路港下部结

构等工程。

而在吴江，列入示范区重大建设项目

三年行动计划的江陵路快速化改造一期

工程，今年年度计划完成也已过半，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吴江对接苏州主城区的重

要集散通道，与昆山、上海的往来联系也

将更加紧密。

天更蓝 水更绿
绿色是示范区的底色，生态是示范区

建设的重中之重。示范区揭牌两年多来，

一批又一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压茬推进，

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强力护航。效果如

何？数据说话。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长三角示范

区执委会对外发布了示范区2021年生态

环境质量状况，此次评价范围涵盖青浦

区、吴江区、嘉善县全域，是全国首次跨行

政区域开展的生态环境质量年度评价。

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示范区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为87.4%，其

中优级天数为107天，良级天数为212天，

轻度污染天数为45天，中度污染天数为1

天，无重度及以上污染日；地表水水质优

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4.6%，无劣Ⅴ类断

面，主要河湖水质基本持平；区域声环境

昼间时段，监测均值在52.7－53.3分贝之

间，均值为53.0分贝，评价等级均为较好，

且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监测均值均达到相

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

而本次评价也是对示范区近三年来

的生态环境进行的一次系统“体检”。“体

检”结果显示，示范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较好，呈现稳中有升趋势。而这些，都是

两年多时间里，沪苏浙两省一市持续推动

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体化制度创新，强化联

保共治，不断夯实示范区的生态绿色基底

的结果，示范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居民亲

身可感。

近零碳 首试水
6月10日，《水乡客厅近零碳专项规

划》在集中听取相关领域产学研专家意见

后，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这是国内首部跨

省级行政区域在“双碳”领域针对重点功

能片区编制的实施性专项规划。

时间回到今年年初，示范区第五次理

事会全体会议举行，会上明确，新增碳达

峰碳中和为示范区重点建设领域。而作

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成就可见可现的集

中展示区，由沪苏浙三地合力打造，以长

三角原点为中心，地跨青吴嘉的水乡客

厅，无疑是践行和展示“双碳”理念的最佳

载体，这里将成为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

具有示范作用的碳达峰碳中和引领区和

样板间。

“近零碳”的水乡客厅是什么概念？

根据《规划》，水乡客厅“近零碳”发展是指

通过减源、增汇或替代等途径，实现水乡

客厅空间边界范围内净碳排放总量动态

接近于零的过程，同时引领辐射周边区域

和产业链上下游逐步实现一体化协同“近

零碳”发展。

《规划》里，可以看到水乡客厅未来的

模样：这里有低碳节能的品质建筑、绿色

人本的智慧交通、循环韧性的生态环境、

高效共享的综合能源体系，还有生态友好

的创新产业。到2025年，绿色低碳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系统和交通路网骨架

基本成型，重要功能节点建设有序推进，

一点一心三园和蓝环水系基本建成，绿

色低碳功能示范效应凸显。而到2035

年，碳中和导向下的世界级水乡客厅将基

本建成。

共抗疫 惠民生
疫情影响下的示范区，出于疫情防控

需求，行政边界上的隔离或许暂时无法跨

越，但一体化已经成为青吴嘉三地的发展

常态，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一举惠三

地的平台、新政从未停过，惠企、惠民，共

克时艰，共谋发展。

面对疫情，示范区执委会会同有关金

融机构加速启动了“E企融”平台试运行，

搭建平台防疫助贷绿色通道，积极保障抗

疫期间的信贷金融服务工作，保企业在疫

情期间享受信贷金融服务“不断档”。

据统计，试运行至今，“E企融”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信易贷服务平台已入驻

24家金融机构，上线104款金融产品，逾

100家企业通过平台与各金融机构达成融

资意向，其中45家企业成功获取授信46

笔，累计融资授信金额达2.44亿元。

继住房公积金可提取跨区还房贷之

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再

出惠民新政，近日，《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试点异地租赁提取住

房公积金的通知》印发，明确在青吴嘉三

地，凡符合住房公积金缴存城市租赁提取

条件的申请人，在一体化示范区内缴存住

房公积金，跨区域租赁住房且在房屋租赁

城市无自有住房的，可以申请提取申请人

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金额，用于支付

异地房屋租赁费用，租赁提取方式和额度

参照缴存城市提取方式和额度执行。这

一试点创新，对于长三角区域内人才流

动、产业发展，无疑又是一大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