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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个消息让上海人和苏州人都很开心：苏
州轨交S1号线将成为首条和上海轨道交通网直接连
接的线路。
上海人欢呼，可以坐地铁去阳澄湖吃大闸蟹了！

苏州人说，能坐地铁去迪士尼游园了！的确，对于普
通老百姓来说，交通同城化、社保一卡通、医保异地结
算、迁户口不再两地奔波……就是这些看得见、摸得
着的变化，让人感受到长三角一体化的加速。
今天，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算起来，上一次上海做东，还是2018年。也正是在
2018年11月5日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区域的发展，为何会成为国家战略？这背后

显然有深意。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

城市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城
市、特大城市之间的竞争。这些城市，往往都有着体
量极大的城市群作为支撑，以更好地集聚和分配资
源，互补促进各自发展。
世界上已经形成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包括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
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最年轻的现代化城市
群，长三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在不打破行政隶属的前提下，打破行政边

界，探索区域一体化治理与发展的新机制，实现城市
群之间的充分分工合作，不断提升大城市的能级与核
心竞争力，同时让小城市也实现“小而美”的发展目
标，这是成败的关键。
四年弹指过。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紧扣

“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长三角的发展不断
取得新成就、新突破。
“一体化”是基础。人相近，才能心相亲。无论是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还是产业链互补，需要的都是亲
密无间的合作，不能有私心和隔阂。就像上面提到的
上海苏州通地铁，最重要的意义，恐怕还不仅是吃喝
玩乐更方便了，而是让上海和苏州的双城生活得以实
现，这种不同城市居民之间高频次的互动，才能形成
真正的情感和身份认同。
“高质量”是目标，也是手段。很多人都注意到，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绿色”还排
在“一体化”之前。为什么？只因高质量，不仅是经济
的成色，也是生活的品质。只有生态的才是宜居的，
长三角要发展，离不开人才，要让一个区域成为高端
人才的强磁场，不但要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营商
环境体贴入微，社会保障温暖人心，还要保持生态优
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惟其如此，才能让人的跨城
生活和融合，变得从容而美好。
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角。四年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已经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比如，在制度创新上，不论是长三角自由贸易试

验区发布的十大制度创新案例，还是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88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很多
已在区域乃至全国复制推广。
产业链协同上，已经开展了机器人、新型电力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等4条产业链供应链研究，
今年又围绕民用航空、物联网、数字安防、智能语音四大
产业链启动新一轮研究。此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
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大产业链联盟也已揭牌成立。
当然，老百姓最有感受的，还是一些肉眼可见的

变化：轨道上的长三角跑出加速度，省际断头路建成
通车，138个政务服务事项在长三角41个城市跨省
市通办，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等30类高频电子证
照共享互认……
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大上海保

卫战中，苏浙皖三省医疗队星夜奔赴、最早驰援上海，
2.5万名援沪采样工作人员，累计承担1.6亿人次采样
量。大疫面前，长三角人并肩应战，同气连枝。
交卷时刻，回顾过往，是为了更好地奔赴未来。四年

发展可圈可点，除了责任共担，更重要的，是机遇共享。
以上海为例，作为区域发展的“龙头”，在提升自

己的同时，上海始终把自身经济转型、全球城市建设，
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把上海的发展放
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
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之中来思考谋划，为整个长三角地
区的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服务。
这样的胸怀、视野和格局，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

程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这也让我们更加期
待，这片“最江南”之地，一定会有更加动人的风景，更
加美好的未来。

潘高峰

“最江南”
奔赴最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