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3 日，浙江
嘉善，晴空万里，热力
十足，2022年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开发者大会暨
首届示范区全链接大
会“姗姗来迟”。为了
确保大会顺利进行，示
范区执委会工作人员
提前入驻会场，迎来示
范区最重要的合作伙
伴——开发者联盟。
两年多来，这些来自各
领域的行业领导者是
支持示范区建设的强
大“资源库”，并将持续
为这片热土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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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22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开发者大会暨首届示范区全链接大会举行

穿行“好风景”扩容“资源库”

和往年不同，今年的开发者大会多了一

个“后缀”——首届示范区全链接大会。作为

示范区全新品牌，“全链接”从概念的提出到

首次正式亮相，始终铆牢“产业协同创新”，打

破传统模式，开启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新

探索，旨在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在活动现场，“青吴嘉”两区一县领导生

动描绘未来城市发展的场景，并将其发展需

求用项目清单发布，寻求有能力的企业合作

共建……一张高质量发展需求清单重磅发

布，把无数发展机会摆在公开平台上，能者皆

可为之，而这就是“全链接大会”的特别之处。

“产业协同创新，重点是共同构建跨区域

的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引进一批高层次的人

才、高水平的研发机构、高能级的创新载体，

打造一个以创新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为此，示范区围绕打通产业链、创新链、资金

链、人才链四方面跨域创新堵点，提出打造

‘全链接’平台的概念。”示范区执委会营商和

产业发展部部长朱正伟说。

全链接大会每年将聚焦一个主题，发布

一批清单，兼顾四个方面（四条链）。今年的

主题是数字经济，大会的诸多议程都围绕这个

主题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围绕区块链技

术赋能示范区建设主题作主旨演讲；开发者

联盟成员代表上台发出示范区数字化发展倡

议；执委会会同两区一县围绕政府需求、企业

协作、企业能力、高端人才需求等，形成一批高

质量发展需求清单向社会释放，推动产业发

展和企业培育从“给优惠”向“给机会”转变。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四条链”，大会现

场一批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签约落地：产业

链上，包括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未来工场等在

内的9个与数字经济有关的项目集中签约，总

投资约242.6亿元，一年后要见成效；创新链

上，长三角一体化数据中心集群项目、长三角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项目签约落地示范区；资

金链上，示范区金融同城化服务与创新联盟

项目签约，将进一步做实金融赋能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人才链上，两区一县求贤若渴，发

布了许多“百万级”高端人才需求，非常震撼。

“首届示范区全链接大会和开发者大会

一起推出，可以发挥两大平台的优势。开发

者联盟成员作为相关产业内的行业引领者，

他们的受众、载体、平台可以和全链接大会融

合在一起，发挥两方面的特长和亮点，起到一

个指数效应。”朱正伟说，对于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来说，产业链的协同非常重要，产业想

要做大，需要协同、错位发展，“四链一体、跨

域共生、协同发展，如果这个平台能持续发挥

作用，将成为示范区在产业协同创新、协同招

商上非常有创新意义的自主探索。”

作为本届大会又一大亮点，昨天下午，长

三角地区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

——沪苏嘉城际铁路在青浦、吴江、嘉兴三地

同步开工。

沪苏嘉城际铁路是推进两省一市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东起虹桥商务区、

南至嘉兴市区、西至吴江区，包括上海市境内

的上海示范区线、江苏省境内的水乡旅游线、

浙江省境内的嘉善至西塘线和嘉兴至枫南

线，全长170公里，总投资约940亿元。其中，

上海示范区线途经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青浦

新城、华为研发基地，全长49.1公里，总投资

约433.7亿元；水乡旅游线起自水乡客厅站，

经苏州南站与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共线至南浔

站，全长65.6公里，总投资约240.8亿元；嘉善

至西塘、嘉兴至枫南市域铁路途经嘉兴市区、

嘉善等地，全长55公里，总投资约265亿元。

“它的交汇点就在水乡客厅。示范区地

处两省一市交界，本身交通是非常薄弱的，沪

苏嘉城际铁路建成后，这里反而成为沪苏浙

轨道交通的一个枢纽节点。通过交通驱动一

体化，交通引领发展，在这条线上体现得非常

充分。”示范区执委会生态和规划建设部部长

刘锋介绍，该项目是示范区基础设施规划、建

设、运营跨域一体化的探索实践，是纵深推进

“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的具体举措，建设将

实现全线路系统制式、技术标准、建设时序、

贯通运营“四个统一”。“以往一条铁路从规划

到开工都要三四年的时间，沪苏嘉城际铁路

只用了1年左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正是因

为在示范区，在一体化的背景下，在大家高度

统一的一体化思维的指导下，项目推进得非

常快，在这条跨域铁路上，我们可以非常真切

地感受到‘示范区速度’。”刘锋说。

而在站点的设置上，作为长三角地区首

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

铁路既要考虑带动沿线组团的发展，又要兼

顾速度。按照每小时160公里的设计速度，它

将串联起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动力核、青浦新

城、环淀山湖创新核、西岑科创中心、水乡客

厅、祥符荡创新绿谷、吴江高铁科创新城、吴

江高新区、嘉兴科技城等核心功能区，让沪苏

嘉三地和示范区内的各个组团形成一个完整

的都市圈、生活圈，居民通勤、出行更快速、更

便捷。

“在好风景中穿行，并在好风景和新经济

交融的组团中引领发展。”刘锋说，沪苏嘉城

际铁路建成后，示范区相邻组团之间30分钟

可达，至虹桥枢纽45分钟可达，上海、苏州、嘉

兴1小时生活圈活力将进一步增强，实现交通

出行的“同城化”，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提

供坚强支撑。

一张高质量发展需求清单发布

一条跨域快速通勤铁路开工

一场目标一致的共赢奔赴
2020年8月，在示范区执委会统筹指导

下，包括中国三峡、华为公司等在内的12家创

始成员发起成立开发者联盟，并先后分两批

吸收了29家新成员，在生态环保、绿色基建、

产研融合、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专家智库、公

共服务等方面持续为示范区导入优质资源。

经开发者联盟遴选，第三批12家新成员在本

次大会前夕正式入盟，联盟成员增至53家。

元荡岸线贯通环境提升、嘉善东部区域

水生态修复、沪苏湖高铁、沪苏嘉上海段、青

浦区17号线西延伸、吴江松陵大道综合交通

枢纽、苏州南站高铁新城建设、水乡客厅近零

碳专项规划……为促进联盟成员单位常态化

与示范区各主体开展需求对接与合作洽谈，

联盟按照行业领域将成员分为绿色发展（综

合）、绿色基建、绿色投资、高校及专业机构、

数字经济与创新产业等5个工作组，盟员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示范区建设，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示范区一个又一个地标崛起，显

示度越来越高。

“利益相关方、行业领导者、挑剔的客

户”，这是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在成立之初便定

下的“入盟”标准。盟员必须为示范区建设

“出资、出力、出建议”，如果什么都不做，可能

会面临清退。尽管条件看起来近乎苛刻，但

仍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想跻身其中。

“示范区的热度越来越高，跟揭牌之初的

感觉完全不一样。”三峡投资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石小强说，这是他“伴随”示范区一

路走来最深的感触。因为“生态绿色”的发展

本底和集团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的主业高度

契合，早在示范区揭牌之前，石小强就“盯上”

了这里。

出资建设元荡慢行桥、牵头编制示范区

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研究示范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作为联盟的两届

轮值执行长，三峡集团不仅积极投身于示范

区建设，还会同执委会全力筹办了首届开发

者大会。两年来，开发者“朋友圈”不断扩容，

成为示范区建设强大的“资源库”。

“示范区的建设，需要汇聚各方力量，盟

员是各行业领导者，大家各展所长，才能更好

推动示范区全方位发展。”石小强说，在推动

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在无数次沟通交流碰撞

中，酝酿并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一体化制度创

新，这些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是项目建设背后更有价值和意义

的存在。

“跨域一体，共享未来”，如果起点是因为

理念契合，目标一致便是风雨同行源源不断

的动力。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要能

量聚合体，在发挥各自优势助力示范区高质

量建设的同时，盟员们也在发展中明确了各

自目标，并不断探索实现自身价值的路径。

这对于示范区和开发者来说，是一场共赢的

奔赴。

特派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