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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一条“元荡路”
示范区的故事，很多人都会从元荡说

起。元荡不算大，却是沪苏两地天然的省

界。曾几何时，青浦杨湾村和吴江莘塔镇

“隔湖相望”，不到200米的湖荡，绕行需要

40分钟。

2019年11月，一体化示范区揭牌，作为

先行启动区内首个动工的互联互通类项目，

2020年11月，东航路（青浦）和康力大道（吴

江）两条断头路跨元荡顺利对接，并贯通通

车，将两地通行时间缩短为5分钟，项目也有

了一个新的名字——元荡路。

几年来，元荡越来越热闹：如织如练的

元荡慢行桥火出圈，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打

卡；即将通车的沪苏湖高铁更是一条巨龙般

长卧元荡，造就了“高铁水上漂”的壮观；不

远处，浦港路东延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新建

的雪落漾大桥，将在沪苏省界再添一条直通

“捷径”……

示范区大刀阔斧“开路搭桥”的大幕才

刚刚开启。沪苏嘉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

由上海市境内的上海示范区线、江苏省境内

的水乡旅游线、浙江省境内的嘉善至西塘线

和嘉兴至枫南线“组合”而成，并在设计为

“地下二层三岛五线车站”的水乡客厅站实

现无缝换乘。

上海示范区线5标项目首个连续梁0号

块顺利浇筑，项目高架区间上部结构连续梁

施工正式拉开序幕；水乡旅游线城际铁路江

苏段苏州南站预埋工程主体结构已经全部

完工，正等待竣工验收；嘉兴南站车站主体

结构顺利实现封底，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即将

进入收尾阶段……近日，沪苏嘉城际的建设

迎来一个又一个新进展，水乡客厅站的建设

也在如火如荼推进，未来，上海地铁17号线、

苏州地铁10号线、嘉兴地铁3号线都将在水

乡客厅区域交会。

五年来，青吴嘉境内，一条条断头路打

通，一座座高架桥“横空出世”，“轨道上的示

范区”近在眼前，沪苏浙三省交界原本的交通

洼地，正在随着越织越密的路网，逐步抬升。

一个“会客厅”
距离水乡客厅站3公里，是长三角“原

点”所在。从高处俯瞰，一座地跨沪苏浙的

“四合院”跃然眼前。7月的最后一天，水乡

客厅核心中的核心——方厅水院跨域步行

桥全部合龙，15分钟慢行沪苏浙指日可待。

方厅水院是水乡客厅“一点一心、三园

三区、三道多村”空间格局中的“一点”，是一

体化标志性功能场所，在水乡客厅建设中具

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设计方案上看，方厅

水院就像一座跨域联通沪苏浙三地的“四合

院”，四个角分别设置了沪苏浙皖的主题展

示空间，寓意长三角三省一市向心汇聚、一

体发展。方厅水院跨域步行桥全部实现合

龙，标志着沪苏浙15分钟慢行方环的贯通闭

环，青浦、吴江、嘉善三地通过方厅水院实现

慢行畅达成为可能。

通达，只是这个跨域“会客厅”最基础的

功能。按照最新计划，明年年中，方厅水院项

目整体将全部完工，届时，国内首座跨两省一

市的重大功能建筑将破茧而出，全新亮相，将

承载跨域人文交流、重要会议、专业会展等功

能，成为世界级湖区的标志节点、长三角综合

展示窗口和水乡客厅的核心功能载体。

三年出形象，五年塑功能。示范区进入

第五个建设年，一个个功能集聚的地标正在

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

7月9日，华为上海青浦项目全部建成，

历经三年的精心雕琢，华为全球最大研发中

心终于揭开神秘面纱。2400多亩的研发中心

共有104栋建筑，分为8个组团，有城市街区、

有大学院落，也有广场小镇、森林小镇。这里

汇聚了企业办公、研发中试、技术孵化、生产

服务和配套居住等多元化功能，将引入3.5万

名科技研发人才，超6000套房源的华为上海

西岑单身公寓预计将于9月底竣工交付。

一个高能级的研发中心将带动多少上

下游产业集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这片土

地正在见证奇迹的诞生。

一片“试验田”
从元荡路到沪苏嘉城际再到方厅水院

的建设，示范区在跨域一体化发展上，已经

“闯”出了一条新路。

元荡路修建之初，面临着跨界审批材料

复杂、主体不明等诸多难题，基于快速推动

项目落地的初衷，示范区开启了联合审批的

探索。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跨域建设新机制，

成就了沪苏嘉城际铁路规划到开工只用了

一年的“示范区速度”。至方厅水院项目审

批时，联合审批机制再“升级”，从“三个文件

三个章”到“一个文件一个章”，极大提高了

跨域项目审批的效率。而这些探索，为后续

跨域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

保障，成为更多毗邻地区跨域项目的谋划和

实施可借鉴的经验。

项目建设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相较

于直观的项目建设，看不见的一体化制度创

新，是示范区作为一体化发展“试验田”更为

重要的使命和担当。自揭牌以来，示范区已

累计形成136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45项面

向全国复制推广。今年，示范区更是建立了

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常态化总结发布工作

机制，将行之有效的制度创新成果按季度发

布，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2024年是示范区进入形态开发和功能

培育并重新阶段的关键一年。”示范区执委

会副主任卢刚说，示范区将持续探索推出一

批更具“含金量”和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

新成果，持续推进“一厅三片”等重点项目出

形象、出功能、出效益，努力探索一条跨行政

区域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得益彰的新路径。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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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累计形成136项制度创新成果

出形象 塑功能“试验田”里探新路

河水蜿蜒，流过泖甸村、金前村、太北

村、东泖村、练东村、东田村、叶港村……流

水潺潺，见证着沿河村民的田园牧歌生活，

也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过去，太浦河

上一些船家吃住都在河上，生活垃圾全往河

里扔；部分养殖户还在太浦河里违规围网、

养殖家禽，严重影响了太浦河的水质。“目睹

着太浦河的容颜一步步被侵蚀，我的心如同

被重石压着，难以释怀。”上海海洋大学“太

浦绿舟”项目组成员丁紫阳很早便下定决

心，要为太浦河的生态恢复做些什么。

自2014年起，该校“水生态环境中心”生

物监测负责人焦俊鹏就带领项目组开始跟

踪太浦河流域的生态情况。年轻人说，项目

不仅源于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担忧，更源于对

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和责任感。

这个炎热的夏天，2024届暑期实践项目

组的7位成员5次前往太浦河，开展繁琐的

采样检测工作，一遍遍耐心地完善、更新和

积累数据。“今年，项目以调查太浦河流域的

植被覆盖和水中浮游植物为主要任务。为

了获取准确的数据，小组成员进行了详细的

文献研究和历史数据分析，最终确定了9个

采样站点。”丁紫阳介绍。这些站点中，6个位

于上海市青浦区太浦河、2个位于浙江省嘉兴

市汾湖、1个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浦江之首，覆

盖了太浦河流域的不同区域，“这种科学全

面的布局确保了数据的充分性和准确性。”

通过过去三年的不懈努力，项目组成员

已成功编制了一部图文并茂、信息丰富的太

浦河流域浮游植物图鉴，不仅准确记录了各

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区域，还初步分析了

它们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角色与地位。

有了科学的分类与录入，新老成员得以

深入了解各水域浮游植物的种类、分布及生

态功能。这不仅为后续的水生态研究工作提

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也为普及水生生物多

样性知识、增强环保意识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4年至2023年，青浦区生态环境局

的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太浦河原水取水

口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呈下降趋势。项目实

验结果也表明，现如今太浦河的浮游植物种

类数量，已多于汾湖和浦江之源的浮游植物

物种数量的44种。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组成员还发现，不

仅沿岸的植被覆盖率正在提高，休闲设施建

设也明显完善，增强了区域的生态承载力，

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绿色空间。

随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建设加速推进，太浦河将持续在生态保

护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项目组成

员期待着更多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加入到河

流保护中。“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保护太浦河

的生态环境，更是通过公益行动唤起人们对

生态保护的更大关注。”丁紫阳说。

本报记者 郜阳

上海海洋大学学生接力监测十年

太浦河有了
“植物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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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太浦河，西接烟波浩渺的东太湖，东连碧波粼粼的黄浦
江，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紧密串联。太浦河全长
  . 公里，是太湖流域最大的人工河道之一，其中上海段  .  
公里。上海海洋大学一届又一届学生接力监测了十年，跟踪调查
着太浦河治理情况。

最新出炉的实验结果显示：    年太浦河的浮游植物物种
数量达  种，而十年前仅有  种，增长了两成多——不仅表明
了太浦河水质的逐步改善，也显示了生态环境的逐步恢复。

用“翻天覆地”形容青浦、吴江、嘉善过去五年的发展变化，一点都不
为过。从无到有的元荡路、拔地而起的方厅水院、纵横交错的交通路网、
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用五年时
间，将“最江南”的蓝图一点点变成了实景图。作为一体化发展的“试验
田”，示范区更是肩负起制度创新的使命，以改革创新为己任，在青吴嘉的
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着跨域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