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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记者 范洁 毛丽君 吕倩雯

新安晚报记者 陈牧 姚一鸣 吴碧琦 叶晓 刘旸

扬子晚报记者 石小磊 笪越
潮新闻 ·钱江晚报记者 陈薇 施雄风 胡杨 马佳妮

今年是“长
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重大
国家战略五周
年。今天，2023
年度长三角地
区主要领导座
谈会在安徽合
肥召开。
新民晚报 ·

新民，新安晚
报 ·大皖新闻、
扬子晚报 ·紫牛
新闻、浙江日报
报业集团潮新
闻、钱江晚报联
合开展“长风破
浪”融媒体采访
活动，展现长三
角在新时代乘
风破浪、开拓创
新的发展画卷
和民生故事。

长三角地缘相邻、水气相连，近年三省一市“四手联弹”，不断

强化区域污染协同治理和联防联控，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长三角人同守一片天、共饮一江水，彰显着跨域一体的合力，

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从“三家分治”到联合保护
长三角湖荡水网密布，“治水”是重要课题。太浦河作为太湖

流域最大的人工河道之一，因沟通太湖和黄浦江，故以其起讫点命

名为太浦河，全长约57公里，流经沪苏浙两省一市。

69岁的潘根龙打小生活在太浦河边，是嘉善县姚庄镇银水庙

村村民，也是太浦河水源地义务巡查队队长。巡查的银水庙村境

内河段，不仅是嘉善、平湖的饮用水水源地，也是上海金泽水库取

水口所在地，如同沪浙边界区域共同的“水缸”。前些年，太浦河遭

遇污染之困，并且因为“三家人”分治而问题频发。

2019年11月1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

为三地联手治理母亲河带来契机。示范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

把太浦河打造成一条水质稳定在Ⅲ类水的清水廊道。通过联合河

长履行日常监督管理职责、推进河湖综合治理、落实重点项目协调

推进等，三地协同治水，打破治水行政区域壁垒，由各自为战转向

协同合作、共治共享，形成区域治水一体化格局。作为亲历者和见

证者，潘根龙感受最为深刻。“以前三不管的地带，现在成了三地联

合巡查的重点对象，守护的这湾碧水愈加清澈了，大家的感情也更

亲了。”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现双赢
来自大别山六股尖的一滴水，汇成清澈的新安江，最终形成千岛

湖。2012年，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安徽、浙江落地，成为全国生态补偿“先行者”。

试点启动以来，安徽新安江流域累计获得补偿资金67.5亿元，

撬动新安江流域治理累计投资超过200亿元，新安江流域出境水

质总体为优并稳定向好，下游千岛湖水质实现同步改善。“新安江

模式”在全国18个省份、13个流域复制推广，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制

度的重大创新。

如今，共抓长江大保护、开展“十年禁渔”跨区域联合执法等跨

区域协作已成为常态。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联合制定

《太浦河流域跨界断面水质指标异常情况联合应对工作方案》，确

保下游饮用水源地安全；江苏、安徽推进两省交界地区12个城市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江苏南京、镇江和安徽马鞍山协同制定《关于

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定》，为了留住“长江的微笑”，推动全生命

周期联动保护……三省一市合力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昔日“发展洼地”迎融合“蝶变”
生态美，则产业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逐渐深入，区域

间产业协作也初见成效。

安徽黄山将“新安江模式”从“生态共保”延伸到“产业共

兴”，与浙江杭州共同推出世界遗产游；安徽滁州与江苏南京“牵

手”，打造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绿色发展样板区；沪苏浙交界的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水乡客厅”项目开工，掀起了示范区“新三

年”建设热潮。以一体化发展为契机，长三角省

际毗邻地区加快协同发展，昔日的“发展洼地”正

在经历一场跨界融合的美丽“蝶变”。

四手联弹“生态协奏曲”

■ 新安江 方有来 摄

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任务。创新，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从学术、研究到产品、市

场有一条“死亡之谷”，如何跨越这道鸿沟？近年，长三角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有一系列实践。

创新改革“试验田”
总部位于上海张江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覆盖产学研

用的改革试验田，贯彻了“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的理念，目

前，国创中心已经推动了7000多项技术成果转化。

“国创中心聚焦前沿早期风险度高，但可能对未来产业和行业

产生颠覆性影响、填补空白的一类技术项目，选聘项目经理团队，孵

化成立核心团队绝对控股的项目公司。”长三角国创中心副主任、上海

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党委书记谭瑞琮介绍，在专业研判之下，这

种模式不仅加速技术成熟，推动更多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性技术跨

越“死亡之谷”，还能引导市场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投资。

破除壁垒障碍
“项目经理制”“团队参股”“拨投结合”和“产教融合”，是长三角

国创中心的创新举措，破除制约创新要素流动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壁

垒障碍。激光产业是我国长期重点支持和发展产业，激光器产业已

成为千亿级产业，但我国激光器的中高端激光材料和器件还严重依

赖进口。长三角国创中心引进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董永军博士项目

团队，开发面向汽车级、工业级及军用等领域的中高端激光晶体材

料和器件，团队突破了晶体材料键合核心技术，不仅能直接提升散

热性能、降低封装成本，更有效提升激光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推动

激光器件封装技术的微型化发展。

今年1月，上海长三院与宝山区合作以“拨投结合”“先投后股”

方式，按1∶1比例共出资3000万元支持项目公司——上海芯飞睿科

技有限公司落地宝山，目标产品有望在汽车雷达、测距测绘、医疗及

半导体加工等细分市场塑造引领优势。

发挥比较优势
三省一市如何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加强协同创新，持续有效推进

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谭瑞琮认为，要进一步发挥上海全球科创中

心的优势，强化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充分联动苏浙皖地区产业发

展的需求，以长三角为基础吸引集聚全球高端人才和创新成果，为

长三角乃至全国链接导入全球创新资源，同时推动跨国公司“全球

化”向“本土全球化”转变所需生态，推动本土高水平创新创业。

还要进一步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推动金融资本助力

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按照市场规律加大多元化科技

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参股有发展潜力的初创硬核科技企业。建

立符合创新规律的科技金融支持机制，实现上海科创中心与金融中

心的联动融合，塑造上海引领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

对于苏浙皖地区，一是要各扬其长，培育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

经济附加值的产业。二是充分利用上海优质创

新资源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服务当地企业创

新、促进产业升级。三是鼓励本地企业主动

对接高校、科研院所等科创资源，加强产学

研协同创新。

跨越科技创新“死亡之谷”

■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新生儿跨省入户、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的推进，多项长三角区域高频户籍业务跨省通办便民服务措施

相继推出，这些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让长三角人在异地工作、

学习、生活更便利了。数据多跑路，办事少跑腿，背后折射了长三

角人才要素的流动，也提升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进一扇门办四地事
“我们窗口可以为长三角居民办理包括跨省户口迁移、新生儿

入户、身份证首次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申领等业务。”上海市公安

局徐汇分局康健新村派出所窗口民警印君说，如今这些高频事项

的跨省通办，为“长三角人”办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印君回忆，曾经办理一起长三角新生儿落户业务，孩子的父母

都是浙江户口，按规定，必须父母到浙江办理，但当时受新冠疫情

影响，通勤不便，孩子出生将近一年都没有申报户口，孩子又有先

天性疾病，看病困难。2021年6月，孩子父母看到长三角新生儿入

户跨省通办的通告前来询问，窗口民警把材料及申请扫描成电子

档案，并通过协作平台发送至落户地派出所，两天后，落户地派出

所就审核通过并将载有新生儿登记信息的户口本邮寄给了他们。

便民举措不断升级
便民服务措施在长三角不断“升级”。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启

动跨省通办，进一步方便了跨省异地工作、学习、生活的居民。

2021年10月，合肥市庐阳区户政中心迎来了胡先生一家三

口。来自江苏省句容市的胡先生和妻子、女儿在合肥生活，当看到

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业务可以跨省办理的消

息后，立即带着自己五岁的女儿来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前就想给

孩子办理身份证，但在可以跨省办理前，还需要带着孩子回到户籍

地句容市办理，非常不便，因此一直未能办成。”

现场，户籍民警在审核了申请人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及孩子

的出生医学证明后，为孩子采集了人像及指纹信息，迅速将业务受

理办结，这也是安徽省公安机关受理的第一笔长三角区域户籍居

民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业务。

享受更多“同城服务”
2019年5月，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长三角“一网通

办”正式上线。4年来，沪苏浙皖紧密合作，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公共支撑能力，推进跨省业务协同，深化数据共享应用，

不断提升长三角跨省服务速度、深度、广度和温度，助力长三角区

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让区域内企业和群众享受更多“同城服务”。

在去年8月举办的第四届长三角地区高层论坛上，政务服务

事项入驻四地（工农中建交）银行自助服务终端、新生儿跨省入户、

结婚登记跨省办理、居民服务“一卡通”、异地首次申领身份证、长

三角出生“一件事”等新一批高

频跨省应用上线。截至目前，上

线的148项长三角“一网通办”服

务，累计全程网办超过642.63万

件，实现37类高频电子证照共

享互认，“电子亮证”超过

1430.19万次，长三角数据共

享交换累计达8.02亿条。

“关键小事”跨省通办

■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实现跨省通办

随着长三角健康一体化发展，沪苏浙皖互动合作越来越紧

密，从推进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到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医联体、专科联盟建设，长三角的医疗“朋友圈”不断扩大，优

质医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异地就医不再愁
马鞍山的胡先生退休后常居上海，因为患有高血压等慢性

病，以前他要从居住的浦东，转3趟地铁，到位于浦西的马鞍山

医保服务站报销“慢特病”门诊的费用。“门诊慢特病”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开通后，胡先生再也不用这样奔波了。“我现

在只要带着马鞍山的社保卡，到就近的上海定点医院，就可以完

成挂号、就诊、拿药等，还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真是太方便了。”

近年，三省一市加快推进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门诊慢特病在长

三角地区直接结算。安徽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徽省全

面开通线上异地就医备案渠道，实现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统一

的线上备案。“只要完成线上备案，安徽的社会保障卡也可以在

上海、江苏、浙江定点医院就医结算了。”

上海专家两地看诊
李晓林是国内知名创伤骨科专家，去年10月，伴随着上海

市第六人民医院安徽医院（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开诊试运

行，每周往返沪皖两地看诊成为了他的工作常态。

“苏浙皖到上海六院就诊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安徽患

者占比达10%～15%，多为疑难、复杂的骨伤骨病和骨肿瘤患

者。”每周，李晓林有一半时间在安徽工作，前来就诊的患者中不

乏一些老面孔，陈晓就是其中之一。一年多前，陈晓因车祸骨

折，在当地医院手术后出现了感染和骨不连久治不愈，辗转去了

上海六院找到李医生做了清创植骨手术。之前复诊都要到上

海。“每次都需要和家人在上海待上几天，舟车劳顿不说，吃住行

费用也高。”得知上海六院安徽医院开诊后，陈晓第一时间挂到

了李晓林的号。“这边检查速度很快，李主任对我的病情了解，根

据骨骼康复的情况告诉我下一步如何进行康复训练。”

检查结果互通互认
随着长三角健康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

版图正在不断扩大。作为安徽首个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今

年2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也迎来了正式

开诊。上海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安徽医院执行院长高

月求表示，下一步将借助上海曙光医院的强大医疗技术支撑与

指导，陆续引进100项以上新技术、新方法、新项目，把安徽医院

建设成高水平的脏器纤维化类疾病中医临床诊疗中心。

一个又一个医联体、专科联盟、科联体陆续成立，让长三角

地区的医疗“朋友圈”不断壮大，也加速了医疗资源融通共享的

步伐。远程医疗咨询服务汇聚了长三角优势专科专家资源，提

高了医疗资源的共享利用率。此外，通过加强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建设，持续推动长三角区域检验检查结果互联互通互认。

医疗“朋友圈”不断扩大

■ 李晓林在安徽医院为患者看诊

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高铁运营里程超过6700公里，覆盖沪苏浙皖三省一市95%

的设区市；33个省际高速公路接口让省际通行时间明显减少，

百姓跨省出行更加高效；三省一市累计发行超4000万张加载交

通功能的第三代社保卡，可在长三角全部设区市及全国318个

城市乘坐公共交通一卡通行……互联互通不断汇聚起融合发

展之力，“异地同城”的出行体验，引来跨省“串门”的民生感受。

“轨道上的长三角”驶来
中午11：30从家中出发，到上海虹桥站坐下午1：54的高

铁，下午3点多就到合肥了。合肥客运段高铁一队列车长杨倩

“双城生活”已经十年了，近几年她感觉越来越方便了。杨倩是

安徽蚌埠人，2013年结婚后把家安在了上海。

“以前复兴号没有开通，合肥到上海的高铁频次也没有这

么多，现在最快不到2小时就能到合肥。”杨倩回忆，她刚上班

时，合肥到上海只有普速列车，去一趟起码四五个小时，后来高

铁动车开行，班次越来越多，耗时也越来越短，她身边很多人都

过着这样的“双城生活”。

纵横交织的高铁网为三省一市居民的就业和生活提供了

更多选择，“双城”生活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一道风景线。“目

前，长三角铁路建设已步入扩容期和布网期。”上海局集团相关

人士介绍，在长三角地区，高铁与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

道“四网合一”的节点布局正有序推进，预计到2025年，长三角

铁路网密度将达到507公里/万平方公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

本实现。

一卡通让游客变“家人”
今年“五一”，浙江杭州的黄女士带着家人到安徽亳州走亲

戚。“我们在曹操地下运兵道和花戏楼等景点游玩时，都是直接

刷电子社保卡购票、验票，非常方便。”黄女士说，刷社保卡买票

验票操作很简单，现场也有工作人员提供帮助，省去了现场排

队购票或用手机支付的麻烦。特别是同行的老人和小孩，也按

照当地标准，直接减免票价。

“同城待遇”，长三角城市间交通出行目标之一。去年10月

1日起，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可以持加载交通联合一

卡通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乘坐公共汽车、电车、轨道交通、轮渡

等公共交通工具。截至目前，长三角已累计发行超4000万张加

载交通功能可在长三角地区通用的第三代社保卡。

例如，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共启用了8条区域公交线

路，连通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居民持有开通相关功

能的第三代社保卡，即可在示范区公交线上刷卡乘车，非常便

捷。8条线路已累计发送旅客220万人次，三地居民从以往“跨

天大巴出行”到如今“当天公交往返”。

跨省出行如“串门”

■ 高铁“世界第一跨”商合杭淮河特大桥

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