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吉境内龙王山是上海黄浦江的源头，以

“水”为姻，安吉与上海之间有不解的亲情纽带。

近日，湖州市安吉县发起成立“黄浦江源生态保护

基金”，专项用于生态保护、生态补偿等领域。

2022年的基金总数达到4.8亿元。2家爱心企业现

场定向捐赠700万元。15个乡镇（街道）签订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还发放了新一轮

生态保护补偿的首笔补偿金。

据了解，黄浦江源生态保护基金每年统筹的资

金在5亿元左右，主要通过财政保障、市场调节、社

会捐赠等渠道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生态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权益交易等领域，统筹开展生

态保护补偿工作的创新尝试，目的为了守好安吉的

绿水青山，护好黄浦江源的一泓清水，携手长三角

共同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章。

该基金将按照补偿有重点、聚焦有难点的原

则使用。比如在均衡发展综合补偿方面，将探

索以乡镇（街道）GEP年度测算结果为重要指

标，综合考虑生态效益外溢性、生态功能重要性

等因素，实施差异化考核奖补；在优化流域生态

保护补偿方面，将持续健全上下游乡镇（街道）

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加强与上下游流域省市县

对接协商，实现跨区域横向补偿全覆盖。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童海燕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夜幕下别具韵味，风景如画。

作为大运河诗路的人文荟萃地，南浔区拥有大运河和桑基鱼塘两

大世界级文化遗产。为赓续遗产文脉，该区探索保护机制搭建交

流平台，壮大运河沿岸的“朋友圈”，注入更多运河非遗文化内涵，

打造更具文化韵味的古镇独特夜间经济。 沈勇强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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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政务服务一体化再升级

办쟸뮥믝뮥춨 办쪡퓆뛋솪냬

“大家族”迎来第16位成员
6月16日，G60科创走廊的产业联盟

“家族”又迎来第16位新成员。苏州市牵

头成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激光产业联

盟，并在这一天成功举办联盟第一届会员

大会和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

联盟已经汇聚成员单位500多家，由

苏州大学作为秘书长单位牵头组织，苏州

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公司为首届联盟

理事长单位。

为更好推动长三角区域激光产业转型

升级和创新发展，产业联盟还特聘激光研究

领域的权威院士、资深学者组成专家团队，

为产业联盟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智力支撑。

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等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此前，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目前已先

后成立了十五个产业联盟，包括新材料、

机器人、智能驾驶等。“抱团发展”模式，有

助于促进区域产业优势互补，也为形成具

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

的产业链供应链打下基础。

100亿基金启动项目投资
近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

转化基金正式启动项目投资，首期规模

20亿元，目标总规模100亿元。它也成为

目前长三角首支承接国家战略任务、九城

市政府共同出资、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出资

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2021年11月，在第四届进博会现场，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发起。今年6月13日，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成功备案。

基金首期规模20亿元，由松江区认

缴出资3亿元，嘉兴市、杭州市、金华市、

苏州市、湖州市、宣城市、芜湖市、合肥市

各认缴出资1亿元，海通证券认缴出资

5.1亿元，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在

基金成立后以增资形式出资。

基金将聚焦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

城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

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高新

技术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企业进行投资。

长三角G60联席办副主任贾占锋告诉

记者，基金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打破行

政区划。“财政资金的跨区域使用，曾是一

体化发展中的难点。这一次，专项基金通

过金融政策供给的一体化，赋能产业布局

与科技创新的一体化。”

其二，则是社会性与市场性统一。“相

较于产业基金的‘锦上添花’，聚焦中后期

市场化的企业投资项目；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主要是‘雪中送

炭’，在科创企业急需投资的中前期，推动

科技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目前，九城市首批500余家拟投项目库

已建立，其中早中期项目320余家、中后期项

目200余家。后续，由长三角G60联席办将

会同基金管理人，加强与九城市发改、产业、

科技、经信、金融等部门的常态化联系对接，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引领。 本报记者 杨洁

近日，苏州市“政务服务一体化 ·

政银惠通同城办”项目启动，由苏州姑

苏区联合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

三区通力合作，以中国银行姑苏支行

作为首个载体，将政银合作、跨区协

同、长三角一体化事项融入银行网点，

配套发布政务服务“惠解忧 ·云客服”，

进一步叠加区域“一网通办”优势，提

升政务服务创新能级。

三个区的行政审批局打破地域

空间限制和区域数据壁垒，率先推

出企业迁移“跨区通办”业务，以自

助终端互通共融为创新切入点，在

各自政务自助终端上分别增设“三

区互惠互通”栏目。目前，共梳理出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姑苏区

1576个可查可办服务事项清单，全

方位、深层次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同城办”。

在高新区政务服务自助机上体

验过姑苏区“幸福助餐”业务后，李先

生点赞：“填好信息就能为父母预约

点餐，既可以申请堂食也能送餐上

门，预约信息还能备注有无慢性疾病

进行合理配餐，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

吃饭问题。”

除了同城办理业务外，还能实现

跨省业务“云端联办”。居住在苏州姑

苏区的上海市民杨女士在银行办理公

积金贷款，需要查询上海市社保缴费

记录等详情。杨女士直接在中国银行

姑苏支行的上海“店小二”综合政务智

能终端打印了社保证明，免去了上海、

苏州两地的往返奔波。

据了解，中国银行姑苏支行是苏

州全市首家应用“政务电子印章”实

现市场主体登记“通办通取”的金融

机构。去年，设立“政银合作企业开

办一站式服务专窗”，实现家门口的

企业登记注册“直通车”。为满足企

业、群众的多元化需求，今年该专窗

再次升级，并由单一的为企服务，拓展

至惠企便民综合服务，服务覆盖上海

和苏州两地企业群众。

当天，“姑苏 ·惠服务”政务服务示

范点、“政务服务一体化·政银惠通同城

办”项目示范点揭牌。目前，示范点内

共进驻了“姑苏·惠服务”政务自助一体

机、上海“店小二”综合政务智能终端、

证照自助打印机等多台智能设备。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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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首批20辆氢能源货车投运

继百辆氢能源公交车投运后，浙江嘉善

迎来了货运氢能源时代！近日，嘉善首批

20辆氢能源货车取得了《道路运输证》，在

绿色运输服务领域开启新的探索。

此次取得《道路运输证》的20辆氢能源

货车隶属嘉善爱嘉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批氢能源货车为厢

式货车，车辆配置了GPS导航、倒车影像、气

压座椅、定速巡航、雪地驾乘、ECO等功能设

备，为司机提供更舒适、安全的驾乘体验。

“与柴油车、纯电动汽车对比，氢燃料车

具有零碳排放、噪音污染小、续航里程长、低

温特性好以及燃料加注时间短的明显优势，

适用于中长距、连续作业、载重大等物流应

用场景。”该负责人表示，氢燃料电池在物流

场景的应用，将不断助推行业加速发展。

近年来，嘉善县积极践行生态绿色发展

理念，锚定“双碳”目标，搭乘“交通强国”东

风，打造清洁低碳的绿色运输服务体系。

2019年，嘉善县在浙江省率先建成首个加

氢站，购置50辆氢能源公交车，打造全省首

条氢能源公交示范线。2020年，嘉善县再

次购置50辆氢能源公交车投入运营。如

今，这些氢能源公交车正在嘉善道路上穿梭

行驶，为市民绿色出行提供便利。

“嘉善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氢能源公交车投

入运营，到为氢能源货车办理《道路运输

证》，对倡导绿色交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嘉善县交通运输部

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嘉善将继续探索氢能源

在其他运输服务领域的应用，为降低碳排

放、实现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

强大的绿色动能。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货运零排放开启“氢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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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热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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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对接、招商引资、线上培训、产学研推介……随着城市正常生
产生活的日益恢复，连日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动作频频，热潮涌动。

历经六年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已从松江的城市战略迈向了长
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并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成为科创驱动“中
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示范走廊。在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关键时刻，
它又发挥着积极作用，汇聚起“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