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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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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巴西劳工党第七届理论研讨会举行

习近平和卢拉分别向研讨会致贺信
陈吉宁：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强化高水平协同联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主持上海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龚正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吕倩雯）今年5月12

日是第16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市政府新

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第三届长

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

救援博览会与全国防

灾减灾宣传周将于5

月13日至15日举行。

博览会以“推进高

水平安全 护航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举办，

约500家国内外展商

参展，其中上市企业

67家，全球及中国500

强企业32家，外商投

资企业17家，“专精特

新”企业169家，涵盖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机器人

等众多面向新质生产

力的科技创新企业。

同时，预计本次展会

的海外观众数量将进

一步提升，观众来源

将超过30个国家和地

区，专业观众预计将

突破10万人次。

今年是长三角应

急管理专题合作组新一轮三年行动

计划的开启之年，本届博览会将聚

焦推进区域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带

动国家安全应急产业发展、引领应

急管理创新示范模式这三方面组织

开展各种主题研讨和交流活动。

本报讯 上海市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领导小组昨天举行扩大会

议。市委书记、市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主持会

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和在深入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

思维，以“五个中心”建设为重要抓

手，聚焦重点任务，强化高水平协

同联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更

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

带动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对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

带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新定位新论断

新要求新任务，坚持统筹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

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

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埋头苦干，

奋发作为。坚持“四个放在”，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依托各自优势，推动

深度融合，以钉钉子精神一以贯之

抓好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拓展一体

化发展的工作抓手、平台载体、制度

创新。坚持底线思维，紧盯重点领

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协同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切实做到安全发展。

会议指出，要加强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聚焦基础研

究、技术联合攻关等创新体制机制，

围绕三大先导产业、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打造高端产业集群，提升整体

竞争力。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发展，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

业、专业服务业赋能作用，推动航贸

数字化等平台跨区域延伸，以绿色

低碳供应链体系为牵引，着力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提高绿色能源生产

供给的经济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会议指出，要以高水平协同联

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探索

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加

快发展供应链金融，大力发展多式

联运，推动物流降本增效，更好服务

统一大市场建设。积极推进高层次

协同开放，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能级，提高专业服务能力水平，更好

服务企业走出去。持续推动生态环

境联保共治。高标准建设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会议听取我市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工作进

展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以及科创协

同、产业协同、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情况汇报，审议相关实施方案、工

作要点。

市领导李政、华源、刘多出席

会议。

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重大项目加快实施
长三角一体化第二轮工作任务基本完成，新一轮三年计划将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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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妍）新落成

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

诊疗中心今天正式启用。作为国

内最大的新生儿医疗中心，伴随着

全国唯一的独栋新生儿大楼落成，

该院新生儿诊疗中心依托国家儿

童医学中心平台，集中所有新生儿

重大疾病、专病、危重复杂疾病的

诊治与研究，不断提升新生儿疾病

诊疗水平，守护患儿健康。

全新亮相的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设有4个

重症监护病区，包括早产儿重症监

护病房、新生儿外科监护病房、神

经重症监护病房，感染重症监护病

房，还有2个家庭陪护病区，致力

于提供更加温馨、优质、高效的诊

疗服务。

据介绍，复旦儿科新生儿诊疗

中心承担着上海乃至全国大量疑

难危重新生儿的医疗保障工作，每

年收治各类新生患儿超过4000

例，也是全国年救治极低和超低体

重儿数量最多的儿童专科医院。

新生儿医护团队直面早产儿出生

数量增多、出生胎龄越来越小的挑

战，不断引入先进的救治理念及技

术，开展早产儿精细化管理，通过

多年持续质量改进，早产儿病死率

及严重不良预后发生率明显下降。

复旦儿科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全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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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

打造、一体化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加快推进……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透露，过去一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二轮“三

年行动计划”顺利收官，217项工作

任务基本完成。

串起产业链创新链
上海龙头高昂，苏浙皖各扬所

长，三省一市补短板、延长板，串起

产业链、创新链，推动长三角地区

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一台工业机器人，研制在上

海，轴承来自温州，伺服电机产地

衢州，减速机则为苏州出品，机器

人本体及一二级零部件供应均不

出苏浙沪皖。“链主”上海新时达机

器人牵头长三角12家上下游企业，

打造国产焊接机器人，促进区域内

机器人国产零部件在国内主流机

器人整机厂实现应用。一辆新能

源汽车，上海提供芯片、软件等组

成汽车“大脑”，江苏提供动力电

池，浙江提供一体化压铸机，安徽

整车组装……供应链构建在4小时

车程内。一条条自主可控的供应

链、产业链正在长三角跃动起舞。

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

打造，上海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

1.6万亿元，引领带动长三角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规

模提升；持续推进产业链补链固

链强链，汽车芯片等关键零部件

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积极进展；国

产大飞机长三角产业链配套率持

续提升，跨区域产业合作载体建

设加快推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已形成了以上海为总部、苏浙皖

联动的发展模式，特斯拉国产

Model3、ModelY零部件本地化率

已超过95%，供应商75%来自长三

角地区；在民用航空领域，围绕中

国商飞，镇江、常州为C919配套发

展航空制造配套产业，长三角近

千家企业被纳入大飞机供应商储

备库，仅材料领域就完成70个产

品的对接，大飞机产业链在特殊

工艺和材料领域实现“从0到1”

再“从1到N”的突破。

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全面推进，联合苏浙皖启动实施第

二批28个联合攻关项目，由国家实

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等构成的长三角战略科

技力量稳步壮大。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介绍，上海

会同苏浙皖推动152项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跨省通办，以社会保障卡为

载体，实现52个居民服务事项“一

卡通用”，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深入推进。

从住院到门诊，跨省异地就医

费用直接结算加快推进。目前，长

三角地区参保群众在互联网医院

复诊诊查费、药品费用等，均已纳

入异地医保支付。

依托上海市“一网通办”，实现

基本医保参保信息变更、异地就医

结算备案等8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

在长三角区域内“一网通办”；将上

海市医疗机构信用就医人群范围

拓展到长三角区域参保人群，来沪

就医的长三角区域参保人可通过

“随申办”等渠道发起信用就医申

请，由试点银行提供专属信用额

度，完成签约后便可享受在上海的

信用就医、无感支付等医保服务。

长护险结算也开始在长三角区域

“跨省延伸”，对有上海市老年人入

住的长三角区域连锁养老机构，可

进行长护险费用延伸结算试点，目

前已覆盖苏浙皖三省，共32家连锁

品牌养老机构纳入试点。

在示范区内率先实现医保领

域“同城化”。比如，青浦、吴江、嘉

善三地参保人员在示范区内异地

就医，无需办理备案即可直接拉卡

结算，在示范区内75家定点医疗机

构开通医保电子凭证一码通，区内

参保群众可“脱卡支付”。

构建一体化交通网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长三角

一体化交通网络初步形成，沪苏

通铁路二期、沪渝蓉沿江高铁等

项目加快建设，沪苏地铁线11号

线无缝连接，9条涉沪省际“断头

路”全部建成，洋山深水港小洋山

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项目全面开

工，南通新机场前期稳步推进。

上海LNG站线扩建项目、江苏南

通—上海崇明500千伏联网工程

等加快建设，迎峰度夏、度冬电力

互济规模持续加大。新型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携手苏浙

皖累计建成5G基站超66万个，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国家枢

纽节点加快建设。聚焦示范区建

设加快突破，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方厅水院顺利推进，华为青浦研

发中心主体工程完工，跨省域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揭牌。

据了解，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年中印发

实施，强化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

济带国家战略有机衔接、纵深推

进，强化国际对标、制度创新和协

同创新，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动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叶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