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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楼上漏水，我用脸盆接了

好几盆，后来水沿着墙壁往下流，一面

墙湿透了，我一个人在家，叫天天不

应，叫地地不灵。”2016年，陈伟莉第

一次真切地感到了无助，于是，73岁

的她搬到了位于浙江嘉兴的逸和源湘

家荡颐养中心，迄今已近6年。

陈伟莉是上海人，不过十多岁便

离开了上海，在内蒙古生活了40多

年。2003年，退休后的她和老伴一

起，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故乡，定居宝

山。“我小时候住在延安中路，亲眼看

着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展览中心）的那

颗星星升上去。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

是上海人。”言谈中，陈伟莉的上海话

总是一不小心就“溜”了出来。

也是2016年，先生离世，陈伟莉

不得不认真规划未来。按照她一个月

7000元左右的退休工资，想过得舒心

自在，她把眼光转向了嘉兴。“先生在

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过，一个朝南

套间30多个平方米，配套齐全，整体

环境也不错，房费一个月3400元，性

价比很高，最重要是有事‘叫得应’。”

逸和源嘉兴基地1600张床位800

多名常住老人中，近六成来自上海。

为了方便看病报销，许多同住在这里

的上海老人把医保关系转到了嘉兴，

但陈伟莉没有。“我几乎每个月都回上

海，开点中药调理。万一生了什么大

病，上海的医疗资源还是好一些。”

“前些日子，有朋友说，现在看病

用医保卡门诊可以异地结算了，我就

想，要是等到哪天医保卡可以像银联

卡一样，全国通用就好了，如果全国有

难度，长三角可以先通用，希望我能等

到这一天。”说话间，不觉到了晚饭时

间，陈伟莉爽朗地笑着说：“我就住在

B区318，欢迎你们常来找我聊天。”

江苏苏州

安徽铜陵

“我是苏州市相城区人，也是长三角人。在苏州

相城和安徽铜陵两地工作。”吴坤元是享受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红利的一员。作为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吴坤元在安徽铜陵有一个负责生产

PCB线路板的工厂，频繁来往两地的他，每年约三分

之一的时间在铜陵。“长三角一体化让两地通勤更快

捷，让我这个‘双城人’幸福感满满。”

2014年，吴坤元关注到苏州PCB线路板生产市

场的短缺，与合作伙伴来到铜陵建立工厂。吴坤元

介绍，工厂刚刚建立时，运作体系还不够完善，整

体处于亏本状态。那时，为了稳定工厂的发展，自

己经常江苏、安徽两头跑，每个月要花十余天待在

铜陵的厂内，忙时住上大半个月都不在话下。

“现在，我每个月去铜陵1-2次，每次4-5天。”

铜陵如同吴坤元的第二故乡。除了了解工厂建设进

度，他需要考察产品的生产规模、生产状况，与研发

部门讨论产品的研发，并与业务部深度探讨如何将

市场需求与生产方向相匹配等。

经常往返两地，吴坤元对长三角一体化的最大

感受，无疑是交通更加便利了。“之前从苏州开车去

铜陵，要走许多弯弯绕绕的道路，现在不少‘断头路’

都打通了，路也更宽敞了。之前将近5个小时的车

程，缩短到3个多小时，如果能开通苏州与铜陵的直

通高铁，就更方便了。”

抓机遇两头开工 高效产业协同

上海到嘉兴27分钟、南京到合肥49分钟、杭
州到黄山1小时33分钟……长三角人的生活圈
正随着路网的密布和提速不断缩小，但长三角人
的梦，却随着生活圈的缩小而越做越大。
交通的互联互通、产业的联动发展、资源的

跨域共享，让长三角的人们工作和生活，有了更

多的场景和可能，也让他们对未来的一体化发展
有了更多的期待。
新民晚报联合扬子晚报、钱江晚报、新安晚

报等长三角省级晚报开展联动采访，走近一位位
双城工作生活的长三角人，感受一体化带来的新
变化。

江苏南京

安徽合肥

“合肥到南京非常方便，高铁不到1小时，开车2

个多小时，我每个月都会去1-2次。”去年11月，顾

国胜教授团队正式入职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填补

了安徽在肠瘘、腹腔感染治疗领域的空白。师从我

国肠外瘘治疗创始人黎介寿院士的他，此前已在东

部战区总医院工作了20余年。

从ICU到普通病房，除了手术时间，顾国胜坚持

每天早晚两次带教查房，把多年的诊疗和管理经验

应用于临床。到安徽发展的原因，一是安徽重视人

才的引进和培养，二是他也希望发挥专业特长，让

安徽的患者在省内就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医院对科室发展支持力度很大，普通病房床

位从开始的15张扩展到38张，ICU从6张扩展到22

张，极大解决了安徽肠瘘、腹腔感染患者看病难的

问题，同时也减轻了患者的就医负担。”顾国胜说。

在精心治疗患者的同时，顾国胜重视培养人才

梯队，在新的岗位上传承黎院士的精神，将多年的

从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医生。如今，从各

地慕名而来的患者越来越多，他的工作也变得更加

忙碌。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推进，顾国胜希望能

有更多高水平的专家到安徽，进一步提升安徽的医

疗水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服务。

补空白就近医治 精心医疗共享

浙江杭州

安徽黄山穿行黄金旅游线 快捷文旅互联

上海

浙江衢州
公积金异地缴存 便利民生服务

就职于上海互联网IT行业的郑

凯，是长三角公积金异地贷款缴存使

用的受益者。郑凯是浙江衢州人，从

2018年开始因工作需要，春夏两季在

上海，秋冬两季回衢州，工作时每隔半

个月就要往返一次两地。

去年，郑凯有了在老家衢州按揭

贷款买房的打算，但他公积金缴存在

上海，最初以为办理跨省市的住房公

积金异地贷款缴存的流程会很复杂，

但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8月20日，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住建部门在上海共

同签署《长三角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首批一体化实事项

目就包含了长三角公积金异地贷款缴

存使用证明项目。

这给“郑凯们”带来了诸多便利。

衢州公积金中心的工作人员告知，如

今长三角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已经开

通，无需往返准备资料，通过长三角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即可办理相

关业务。于是，郑凯只带了手机和

身份证等基本资料，只花了半个小

时便在行政服务中心完成了业务办

理。“现场也有工作人员教我具体操

作，现在很多资料都可线上办理，都挺

方便的。”

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未来的发展，

郑凯担忧疫情的反复，给需要两地往

返的人带来不确定性，但他依旧对未

来抱有乐观态度。“希望疫情赶快过

去，让需要两地奔波工作的人，可以充

分享受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便利。”

衢州偏辣，上海偏甜，上海和浙江

衢州的饮食习惯大不相同，但对两个

城市，郑凯怀抱着同样的热爱。

上海

浙江嘉兴银发族安享晚年 惬意跨域养老

杭黄高铁，是“角道上的长三角”

的缩影，这条솬接浙江杭州与安徽黄

山的高쯙铁路，不뷶大大节约旅客出

行时间，也뒮起名城、名湖、名江、名山

的世界级黄金旅游线路。

在杭州远景国旅工作的导游杨

震，是这条铁路的常客，干这一行10年

了。他是安徽黄山人，由于工作原因，

需要在各个省市间穿梭，所以黄山、杭

州、上海、南京、无锡等地他都熟。

2022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四年，随着区域一

体化的开展，多层级、高密度的高铁网

络系统不断完善，长三角地区逐步实

现交通设施互联互通，跨省出行便捷

有序。高铁站点的增加，交通的便利，

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也给杨震的导

游工作带来了很多帮助。

在众多城市里，杨震最喜欢的还

是家乡黄山。他说，作为“长三角的后

花园”，黄山旅游业有自己的优势，黄

山的宜居性、相对较缓的生活节奏和

清新的空气都是加分项。

“中国的旅游业也在发生质的变

化，长三角一体化会完善旅游的模

式。”杨震说，浙江正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不断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从而

产生旅游消费等需求，让一切朝着更

好的方向发展。“导游”这一职业这几

年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一是旅游业整

体受到疫情影响，二是随着旅游人群

的年轻化，越来越多游客更倾向于自

由行和自驾游，喜欢自己网上做攻

略。“希望相关部门能考虑到伴随这些

变化而来的导游就业问题，给予旅游

市场更多支持。”

新民晚报记者 毛丽君 扬子晚报见习记者 梅方滢 钱江晚报记者 朱丽珍 新安晚报记者 叶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