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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携手高质量一体化，奋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天上午，第五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

在安徽合肥举行，来自三省一市的党政主要领

导、研究机构和智库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

共商一体化大计，共谋高质量发展。

优势产业紧抓发展机遇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第五年。五年来，三省一市紧扣“高质量”

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在科技创新、产业协

同、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都取得了一系

列成绩，与此同时，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和新

的发展赛道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论坛主题演讲环节，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中国区执行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全球资

深合伙人吴淳从她的视角就“全球视野下的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展开精彩论述；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则从企业的角

度，和大家分享了“紧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推

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的设想和期待。

“2022年，三省一市生产整车696万台，

其中生产新能源汽车279万台，占全国比重超

过40%。”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明显，

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又有巨大市场需求，这

在王传福看来，正是高质量一体化的一个缩

影，“长三角致力于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在引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浪潮中，应该肩负起更高责任和使命。”

具体来说，要发挥行业全产业链布局优势，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助力长三角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畅通国内大

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多项一体化成果发布
数字化是赋能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手段。为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参与数字

长三角建设，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期间，沪苏浙皖长三角联席办和上海青浦、上

海松江、杭州、宁波、嘉兴、湖州、南京、苏州、合

肥、芜湖等10个市（区）共同倡议发起组建“数

字长三角共建联盟”。经过半年紧锣密鼓的筹

备，“数字长三角共建联盟”的组织架构和服务

体系已基本成型并在论坛现场揭牌。

近年来，三省一市大力推进长三角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已

上线148项服务，实现37类高频电子证照共

享互认。同时，长三角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远

程虚拟窗口上线发布，这一创新的服务模式，

通过“屏对屏”，实现跨时空“面对面”，属地窗

口手把手远程指导帮助办事人完成线上或线

下的事项办理，让企业和群众在就近政务窗

口就能获得与属地窗口“同质”服务。

论坛现场，长三角区域量子保密通信骨

干网建设成果发布。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的深入推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立项、国

科量子承建的“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

网络建设工程项目”竣工贯通，加上2017年开

通运行的“京沪干线”，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已

覆盖长三角23个主要城市，初步建成了长三

角区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我们期待通过

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拓展更多的规模化的应

用。预计长三角地区今年会有数百个项目落

地，我们非常看好这块的市场前景。”国科量

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总裁戚巍说。

9个重大合作事项签约
现场还举行了重大合作事项签约仪式。

加强合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

建协议，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联动发展

合作备忘录；细化落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干

部交流工作合作备忘录》共商事项；长三角区

域能源安全互济互助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共

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

协议；推进长三角财政电子票据共享应用发

展框架合作协议；推进长三角区域国土空间

规划协同工作合作备忘录；长三角文化和旅

游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框架协议；“满意消费长

三角”提升行动合作备忘录；沪－新国际贸易

便利化措施长三角共享合作协议等9个合作

事项现场签约。

“在这次签约过程当中，我们充分体会到，

其实在签约之前，两地的合作已经热火朝天，

我们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再添一把火，希望给99

度加1度，变成100度。”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科创协调处处长开恳说，此次合肥、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协议的签

订，将对两地的合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

希望通过科学中心的合作，推动科技创新的合

作，能够辐射到长三角，甚至向长江流域、向全

国来辐射，发挥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

“示范区的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正在有序

推进，此次签约将和芜湖形成联动，按照联席

会议和轮值推进的工作机制，推动两大数据

中心集群建设。”示范区执委会营商和产业发

展部部长朱正伟说，此次示范区执委会携手

青吴嘉和芜湖市签订合作共建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络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协议，将围绕基

础设施共建、产业链联动、算力调度、开放合

作、数据安全等7大任务共推共建共享，“我们

的核心目的是打造一体协同、辐射全域、东西

联动、双向助力的数据中心集群。”

特派记者 毛丽君（本报合肥今日电）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在建中的北横通

道东段工程，昨日又完成了一项重要节点目标

——15米级超大盾构“纵横号”缓缓进洞，标

志着北横通道新建工程Ⅷ标段顺利贯通。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Ⅷ标段由上海城投公

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隧道股

份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城建市政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建。该标段包含黄兴

路井—杨树浦港井、杨树浦港井—安国路井两

个区间，全长2842米。

“纵横号”盾构于2021年12月在黄兴路井

始发，2022年7月抵达杨树浦港接收井。在进

行短暂休整后，2022年9月，“纵横号”盾构二

次始发，于今天顺利完成了杨树浦港井—安国

路井区间掘进的最终目标。

在繁忙的中心城区地下穿越，建筑构筑物

多、管线密集成为盾构穿越的难点。2022年

11月18日至2022年11月21日，“纵横号”盾

构下穿运营中轨道交通18号线，最终在65小

时内推进21环完成穿越，创造了北横通道建

设以来穿越导致轨道交通变形全过程最小的

纪录。

2023年4月19日至4月24日，盾构在周

家嘴路与保定路交叉口再次成功穿越轨道交

通4号线，一举收获全国15米级盾构下穿轨道

交通的4项之最：最小净距、最大坡度、最急曲

线及最小角度。当时，“纵横号”穿越轨道交通

4号线共28环，穿越长度56米，是北横通道全

线下穿轨道交通的最长施工距离。项目建设

团队通过精心筹划，顺利将穿越控制在轨道交

通运营方规定的穿越窗口期内，确保了地铁运

营安全。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全长约19.1公里。其

中，地下隧道段长约14.7公里，西段隧道长

7.8公里，东段隧道长6.9公里。城投公路集

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黄国斌介绍，北横通道

东段目前主要在进行盾构推进，两台承担掘

进任务的盾构机“建功号”和“纵横号”都在

按计划掘进。在“纵横号”完成掘进任务后，

“建功号”也计划7月底进入安国路井，与“纵

横号”会师。“目前，北横通道东段主线盾构

已完成90%，明挖段已完成60%，预计在今年

底实现东段主线结构贯通，为明年上半年建

成通车奠定基础。”

第五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今在合肥举行

“科学中心共建”等九大事项签约

  米级超大盾构
“纵横号”顺利进洞
北横通道东段计划今年底主线结构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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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度“沪惠保”正式在随申

办、支付宝等渠道开启投保窗口，部分拥

有生僻字姓名的市民集中面临线上办理

难题，在数字化时代，他们遇到了尴尬的

“姓名困境”。对此，市医保等部门回应，

“沪惠保”参保人可拨打客服电话投保；同

时，也将积极向相关部门反映，进一步优

化汉字字库。

数字化时代，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

便利。然而，如果姓名中有生僻字，却常常

会遇到实名认证困难、信息核验失败等问

题，给生活与工作带来不便，甚至让人产生

“被数字时代抛弃”之感。前阵子，云南丽

江的一个村民群体因姓氏罕见，生活中面

临诸多障碍，只能改姓“鸭”，就曾引起关注

和热议。

生僻字或许不常见，但生僻字姓名者

的困境并不罕见。数据显示，我国有    

万公民的姓名中含有生僻字，这意味着，

数千万人的数字困境亟待消除。对这个

问题，既需治标，也需治本。一方面，各公

共服务系统应进一步完善流程，加强各部

门之间的沟通与协同，帮助有需要的市

民群众更便捷地获得服务；另一方面，应

尽快升级更新字库，并推进各个系统之

间的互联互通，从根本上解决生僻字问

题，让生僻字姓名者能省去额外的办事

成本。

数字化时代，理应彰显出更强的包容

性，让更多人群享受到便捷的办事体验，

共享技术发展成果。好消息是，强制性国

家标准《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将于

今年8月实施，比上一版增加了1.7万余

个生僻汉字，有望改善生僻字的数字化

问题。“新标准”要实现预期效果，还需要

强有力的执行与监督。如果有的输入法

或信息系统的字符集不能随之及时更新，

仍然会出现生僻字姓名不能正常使用的

情况。

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都要本着便

民利民的原则，同时也要尊重文化、保护文

化。有人为了避免生僻字的不便，不得不

更改姓名，这不免是一种遗憾。数字化时

代，生僻字也应有更多生存空间，不该显得

“格格不入”。多造一个字，也是多一分服

务温情，多一分文化传承。

消除生僻字姓名者的数字困境
纪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