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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2028年上半年建成通车

“隧샯长붭뗚一쯭”工첫长붭쯭뗀뾪릤

统一登记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统一信

息共享、统一创新步调……近日，沪苏浙皖

四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长三角地区市场

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协议》。截至今

年7月，长三角区域共有市场主体3290万

户，约占全国市场主体数量的五分之一，沪

苏浙皖将对标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力

争建成长三角地区标准规范统一、信息共

享互认、改革协同共进、预期稳定透明的市

场准入一体化体系。

四个“统一”
最新签署的《合作协议》明确了四个

“统一”。

统一登记标准。统一市场主体登记要

求，统一实施名称自主申报改革和经营范

围登记规范化，建立“长三角”等特殊字词

名称登记规范，建立普通注销和简易注销

登记制度相配套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

统一服务规范。统一长三角地区市场

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服务事项清单，继续完

善线上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专区，全面

建立长三角地区线下“跨省通办”专窗。

统一信息共享。建立长三角地区电子

营业执照共享共用机制，推进外商投资企

业登记信息共享机制，统一惩戒措施。

统一创新步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及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开展市场

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探索代位注销、强制

除名、强制注销等改革试点，挖掘长三角示

范区企业名称资源。

跨省通办
“我们将建立长三角地区电子营业执

照共享共用机制，推进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信息共享机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

册处处长俞培刚举例说，在外资企业注册

登记流程中，需要提供外资股东身份的公

证认证材料。

根据最新协议，外商在长三角区域开

设新公司时，外资股东的公证认证材料可

实现互认，不再需要分别向多地监管部门

提交，这为外商在长三角快速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

俞培刚还表示，建立长三角地区线下

“跨省通办”专窗意味着，更多事项将可以

实现“一地受理、异地审批”。而原本在上

海浦东新区及上海自贸区实行的市场主体

登记确认制改革等创新政策，也将逐步推

广到苏浙皖三省的自贸区内，这三地自贸

区内还将探索代位注销、强制除名、强制注

销等改革试点。

满意消费
除市场准入一体化体系的建设外，长

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其他多个

领域推进。

比如，2021年10月，安徽合肥的赵女

士到浙江杭州旅游时，在银泰百货买了几

件童装，回到合肥后发现服装存在问题，

想要退换。她惊喜地发现，在合肥当地的

银泰百货就可以实现退换，不必再联系

杭州商场。

“异地可退货”的惊喜，来源于上海、浙

江、江苏、安徽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开展的

“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目前，长三角地

区已培育放心消费单位32万余家、线下无

理由退货承诺企业25.5万家、“长三角实体

店异地异店退换货联盟”单位370余家，累

计开展线下无理由退货涉及金额4亿元。

又如，长三角市场主体基础数据库和

可视化平台上线后，归集了长三角17类市

场主体信息6.8亿条。创新“互联网+窗口”

服务模式，50多个市场监管领域事项实现

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

食安监管
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审查，也是长三

角监管部门的“重中之重”。目前，长三角6

个试点城市企业食品安全信息追溯覆盖

率、上传率分别达到100%，接入追溯数据

量1.6亿条。2021年长三角获批国产创新

药和纳入国家创新特别审查程序的医疗器

械产品占全国近50%，长三角生物医药领

域产值占全国生物医药产业30%。统一长

三角食品抽检品种、检测项目，协同开展食

品安全专项抽检，共抽检1607批次食品，合

格率为99.57%。

下一步，长三角地区还将建立统一的

预制菜生产操作规范。据透露，最新签署

的《长三角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一体化项

目合作协议》提出，将食品生产预制菜产品

全面纳入许可和监管，推进冷藏类等预制

菜准产落地，推动长三角特色预制菜肴团

体标准的制定出台。

本报记者 金旻矣

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太长江

隧道近日在江苏南通开工。海太长江隧道

是世界最长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中

国断面最大的水下盾构隧道、全国首个超

大直径盾构隧道预制拼装一体化建造的公

路隧道，计划于2028年上半年建成通车。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

《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

2035年）》，海太过江通道是2025年前重点

建设的公铁复合过江通道。这一过江通道

是通常高速、如通苏湖铁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南通“八龙过江”格局中落地实施

的第五条通道。

海太长江隧道公路距上游苏通大桥约8

公里。线路起自沪陕高速公路叠石桥互通

东约2.7公里与沪陕高速交叉处，止于沪武

高速公路董浜枢纽互通东约5.5公里处。项

目全长39.07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约11.2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其中海门南互通立交至碧溪互通立交段的

设计时速100公里，其余路段设计时速120

公里。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约357.4亿元。

海太长江隧道连接苏州太仓市、常熟

市和南通市海门区，作为通常高速、如通苏

湖铁路的重要过江设施，建成后将对促进

江苏区域互补、跨江融合、南北联动发展，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海太通道的建设，再加上正在加快推

进的北沿江高铁、南通新机场、如通苏湖城

际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海门将实现由

‘靠江靠海靠上海’向‘通江通海通上海’

的根本性转变，交通格局、城市格局、开

放格局也将全面重塑。”南通市海门区委

书记郭晓敏说，未来的海门，10分钟就可

以跨过长江，半小时就可以抵达上海市中

心，与上海、苏南将真正实现同城化，海门

也将成为长江以北接受上海、苏南辐射带

动的“最前沿”。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天然硒，新希望。

日前，中国地质学会公

布了全国第二批30处天

然富硒土地名单，其中，

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浙

江省嘉善县干窑镇长丰

村1002.48亩天然富硒

地块得到认定，成为嘉

善县唯一被认定的天然

无公害富硒土地。

科学研究表明，硒

是人体必需的微量营养

元素，适量补充硒元素，

能够起到抗癌、抗衰老

和提高人体免疫力等作

用。富硒土壤，即硒含

量富集到大于0.4mg/kg

的土壤，可广泛应用于

富硒农产品的生产。富

硒农产品的经济价值通

常是普通农产品的5至

10倍，对助推乡村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是百姓

致富的新“硒”望。

早在2009年，浙江

省地质调查院调查发现干窑镇有天然富硒

土地1.75万亩（其中干窑镇“万亩方”重点

项目区面积1.4万亩），主要分布在长丰村、

长生村、新星村、南宙村、范东村、范泾村等

地，富硒土地也为干窑的农业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而此次获得认定的地块，正是

干窑镇富硒大米的核心种植区。

“在培育富硒水稻、富硒草莓、富硒

果蔬的基础上，我们积极推进大米等农

产品深层次加工，主推富硒大米的米酒、

富硒草莓的果酒果酱等，一方面推动了

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农民增

收。”干窑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郭磊

介绍，就大米而言，延伸产业链后，一斤

米三斤酒，大大提高了大米的附加值，增

加了农民的收入。

天然富硒土地的认定，对干窑富硒品

牌建设和产业发展具有较好的推动作

用。“下一步，我们还计划与中国地质大

学研究探索如何从土壤中提高吸收硒的

效率，提升富硒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

郭磊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讯员 刘嘉

近日，在位于盐城滨海港片区的中国

海油盐城“绿能港”项目现场，3座单个面积

约1个标准足球场、重量近1200吨的LNG

（液化天然气）储罐穹顶通过气压托升至60

米高的罐顶。这是全球首次3座27万立方

米LNG储罐同步升顶。

中国海油盐城“绿能港”是全球一次性

建设规模最大的LNG接收站项目，一期工

程共建造4座22万立方米储罐和6座全球

最大的27万立方米储罐，总罐容250万立

方米。

此次储罐穹顶升顶是储罐建造过程中

技术难度最大、安全系数要求最高的一道工

序。与此前22万立方米储罐相比，此次的

穹顶重量增加20%，面积增加近1000平方

米，而且3座储罐同步升顶，对现场安全管

控、施工组织、资源调度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海油气电集团副总工程师兼盐城

“绿能港”项目负责人李峰表示，27万立方

米LNG储罐的设计建造攻克了大跨度薄壳

结构稳定性分析、超高剪力墙抗震设计、桩

顶柔性约束承载力计算等难题。此次3座

储罐成功同步升顶，也为大规模、批量化建

设LNG储罐积累了丰富经验。

据了解，中国海油盐城“绿能港”是国

家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及互联互通重

点规划项目。2023年底全部投产运行后，

LNG年处理能力将达600万吨，相当于气

态天然气85亿立方米，可供江苏全省民生

用气约28个月。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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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3290万市场主体新动能

长三角共建“统一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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