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长三角真正成为区域发展共同体

（上接第2版）

科技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大力推进

科技创新，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发展新

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联动长江经济

带、辐射全国。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

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实现强强联合，打造

科技创新策源地。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

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

力的创新生态。

“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

词，进一步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协同苏

浙皖三省各扬所长，推动解决重大问题，推

动重大改革落地，推动重点任务落实。”市政

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长三角区域合

作办主任顾军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共同发

力，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特别

是要协同开展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强化创

新策源能力建设；聚焦重点区域率先突破，

加快推进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充分发挥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试验

田作用，以新一轮支持政策为抓手促进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辐射能级提升，推进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加强各项

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配合；聚焦重大

项目加速推进，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

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加强各类交通

网络基础设施标准跨区域衔接，规划建设新

型能源体系，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特别是

对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

协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上海长三角技术

创新研究院党委书记、长三角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副主任谭瑞琮表示，长三角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作为国家综合类技术创新平

台，将加快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生态，加快推进长

三角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是

推动跨领域跨区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

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组织开展跨区域跨领域技

术攻关，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和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加快培育一批高科技企业。

二是挖掘对接重点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征

集提炼长三角区域细分龙头企业技术真需

求，面向全球组织“揭榜挂帅”，推动国内外

高校院所等围绕企业技术需求开展联合攻

关，加快攻克龙头企业重大技术难题。三

是高水平一体化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发挥

上海对外开放和国际化优势，更高能级加

速承接和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建立三省一

市共建共享合作机制，提升长三角区域对

高端创新资源的吸附和整合能力，持续构

建高水平科技创新网络。

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总书记的讲话让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

长伍江备受鼓舞。伍江现在担任的是长三

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工作地点位于上

海青浦区金商公路708号、大观园景区对面

的“迎园”。这是一个苏浙沪合作构建的全

环保“样板房”——水、电、气均源于自然，垃

圾自我循环变成装修材料……这里没有碳

排放，没有污染，蓝天白云，空气湿润清新，

是真正的“近零碳”示范园区。同济大学环

境、建筑多支专业团队，已经将这里打造成

一个科技创新平台、成果示范平台。

伍江透露，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

善两区一县政府，会同同济大学编制团队，

编制实施示范区水乡客厅等重点片区零碳

专项规划建设导则；到2025年，示范区两区

一县各初步建成1—2个近零碳社区（实践

区）。到2035年，水乡客厅等重点片区基本

建成零碳示范园区。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

究院内的多个高端研究平台，已经聚焦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

术难题，围绕气候变化与全球生态、资源循

环与清洁能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低碳

城市与绿色建造、绿色车辆与智能交通、循

环经济与公共健康、智能感知与数字孪生等

七大研究方向，协同开展创新研究，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前沿引领性原

创技术。

自2010年起，上海理工大学共有54名

专业教师担任江苏省科技镇长团成员。他

们赴苏州、奔盐城，足迹遍布江苏10个地级

市，以挂任副市长、副镇长或科技局副局长

等方式，开展产学研对接和人才引进等工

作。上海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院长李

贵生表示：“我们把上海的科创优势转化为

地方经济的发展优势。后续我们还会不断

派出科技镇长，把企业的‘发展难题’变成学

校科研团队的‘攻坚课题’，不断提升我们

材化人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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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长三角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长江三角洲，因水而兴，生态是这方区

域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在深入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同

守一片天，共饮一江水，彰显着跨域一体的

合力，书写着美美与共的新篇。

共谋“大保护”
“长三角区域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共

保联治，包括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加

强联合执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等，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完善长三角区域

长江禁渔和生态养护措施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

任冯志勇表示，上海将坚定不移地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大保护”方针

政策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续深入信息

化、数字化禁捕管控和生态养护措施，力争

做全国长江生态养护的先行者、实践者。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精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以更高站位、更宽视

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下一阶段本市长江

禁捕和生态资源养护工作，引导社会各界力

量积极参与到长江资源养护工作中，营造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将本市的

‘长江大保护’工作推向新的高度。”冯志勇

说，今后一段时期，要始终将长江禁捕和长

江生态养护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重中之重

的工作，坚持不懈打好长江十年禁渔持久

战。全面深化长三角地区省际间联动和禁

渔执法长效机制，持续铁腕整治非法捕捞、

违规垂钓和“三无”船舶、渔具网具，全面实

战运行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及配套执法

机制，加强长江口、近海水域全天候、智能化

管控力度，加大长江水域科研调查和水生生

物多样性评估，推进中华鲟保护基地二期工

程建设，加强水域生态养护工作力度。

共谱“协奏曲”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长三角区域要

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并提出了许多非常

具体并且重要的新要求。”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二级研究员、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雯举例，“加强三省

一市生态保护红线无缝衔接”“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等让人印象深刻。“例如此

次特别提出生态环境治理要与绿色低碳相

结合，让人充满期待。不是简单提出要实现

低碳，而是提出了低碳路径，特别是提出要

从清洁生产、生产生活方式转型来协同经济

增长与减碳降污的关系，十分全面且务实。”

去年，长三角地区PM2.5浓度为31微

克/立方米，下降26.2%；594个地表水国考断

面水质优良水体比例为92.1%，全面消除劣

Ⅴ类断面。“联合河（湖）长制、新安江生态补

偿机制等发源于长三角，为跨界水体联保共

治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复制、推广提供了可

借鉴的范本。”陈雯指出，同守一片天、共饮

一江水，长三角共谱“生态协奏曲”取得阶段

性成果，但长三角生态领域区域合作在制

度、投入、执行方面仍存挑战。她建议，长三

角地区应构建起一套制度框架体系，牵引区

域一体化生态治理，并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

科技创新。

共治“跨域水”
“水环境流域共治，需要上下游协作。

总书记提出跨界水体共保联治，更加注重区

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一体化和高质量。”黄

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中心主任阮

堂亮介绍，2012年安徽、浙江两省实施的全

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在新安江流

域启动，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并稳定向

好，跨省断面水质连续11年优于补偿考核标

准、保持地表水Ⅱ类标准以上，“新安江模

式”目前已在全国15个流域、19个省级行政

区复制推广。

下一步，要落实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

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推进新安江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试点实现提档升级，从“一水共

护”迈向“一域共富”，包括一体推进全域生

态环境修复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积极探索跨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新路径新模式，携手下游创新性实施以“推

进产业合作交流、搭建文旅合作平台机制、

强化教育合作、推进人才交流共享等”为主

要内容的“皖浙合作十件事”，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着力构建高水平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相协调的区域发展共同体，打造山水

相济、人文共美的美丽河湖建设新样板。

共绘“最江南”
绿色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的底色，生态基底被誉为一块“世界级

的料子”，示范区以“一河三湖”等重点跨域

水体共治联保为突破口，紧扣生态绿色的底

色，在探索和实践中基本构建了跨域一体统

一的生态体系，跨域一体的生态环境制度体

系，建立了低碳的绿色创新的产业体系和以

“三统一”为核心的环境管理体系。

“示范区揭牌四年来，在生态环保领域

共形成了20项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擦亮示

范区底色。”示范区执委会生态和规划建设

部部长刘锋说。下一步，示范区将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深耕一体化制度创新

试验田。未来三年，示范区建设进入深水区，

要啃硬骨头，生态环境领域，示范区要直面强

制性标准制定、执法互认、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低效用地退出等难题，持续深化完善“三

统一”框架体系，同时注重生态优势转化，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生态优势，将

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治理好太

湖，承载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无锡市水利

局副局长兰秀凯说，为守护太湖万顷碧波、

旖旎风光的江南美景，沿岸地区深入贯彻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破行政壁垒，整

合多方资源力量，形成河湖治理合力，取得

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太湖湖体平均水质达

到Ⅲ类，太湖水生态环境创新世纪以来最好

水平。

今年8月，无锡市与苏州市、常州市、湖

州市签订了《环太湖四城市河湖长制协作机

制》，协议约定了四地联动治水、信息共享、

轮值机制等内容，推动太湖流域跨区域河湖

保护联防联控、共治共享，助力打造世界级

生态湖区。“如今，我们正开展新一轮太湖生

态清淤工程，将聚焦重点区域、重大项目、重

大改革接续奋斗，努力把总书记擘画的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宏伟蓝图变为生动图景。”

本报记者 黄佳琪 吕倩雯 杨洁
毛丽君 黄于悦

生态共保联治：守一片天饮一江水
■

位
于
长
江
入
海
口
的
崇
明
世
界
级
生
态
岛

黎
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