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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产业集群正在西岑加速布局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程

图说

闯新路 抓机遇 创未来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五年来硕果累累

五年来，在沪苏浙交界的青浦、吴江、
嘉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实发生着。11月1

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迎
来建设五周年，日前，记者实地采访发现，
经过五年的布局和建设，示范区展现出全
新的面貌。回望过往，探索的脚步蹒跚却
有力；展望未来，前行的信念热切且坚定。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谋

织密路网 有“颜”有“料”
沿着G50沪渝高速行至青浦金泽，路边一个黄色如“折

扇”的建筑非常醒目，这就是上海轨道交通17号线西延伸线的

西岑站。从17号线东方绿舟站到西岑站，约6公里距离，行驶

时间6分钟。经过3年多的建设，线路已进入空载试运营阶

段，计划于今年年底通车。

同样争分夺秒“飞驰”的还有沪苏湖高铁。横空出世的沪

苏湖高铁也进入了最后的联调联试阶段，带着跨越元荡“高铁

水上漂”的壮阔，一路向北，驶入苏州南站，这里是示范区最重

要的对外交通门户，站内装饰装修工程正在收尾，为沪苏湖高

铁的正式投运做准备。

未来，轨交17号线将和沪苏嘉城际铁路在西岑站实现同

站换乘，而沪苏嘉城际铁路将和沪苏湖高铁一样，汇入苏州南

站，连通更广阔的空间。公路、铁路、水路……经过5年的布局

和建设，示范区的路网越织越密，原先省界的交通洼地，正不

断抬升，朝着区域通联的重要节点大步迈进。

仅仅是连通，对于打造“世界级滨水人居文明典范”来说，

是不够的，这里的布局，不论是颜值还是能级，都要担得起“世

界级”的头衔。

“西岑站在设计之初，就考虑要和周边的规划相匹配。”上

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上海17号线西延伸相关项

目负责人丁利红说，放眼看旁边像“万国建筑博览园”般的华

为练秋湖研发中心，西岑站的设计也要“美”。“折扇，一点点打

开，有江南的韵味。在外立面幕墙玻璃的选择上，在保证节能

的前提下，我们选用透光度最大的玻璃，整个车站看上去晶莹

剔透，呈现出‘水晶宫’的视觉效果。”

苏州南站枢纽也不例外，六边形的立体结构，充分利用了

站内两条高铁“十”字交叉的剩余空间，站房设计极具特色，线

下式＋线侧式＋高架式三种候车方式为全国独有。枢纽配套

部分包含了公交、客运、出租等交通接驳方式，西侧预留了水

上码头，加上吴江正在布局低空飞行基础设施，今后，苏州南

站将成为公铁水空一体化的现代化立体综合性客运枢纽。

协同发力 布局未来
路通了，要素也跟着流通起来。“我们的研发和市场在上

海，80%的供应商在长三角，80%的核心客户在上海都有布

局。”总部坐落于吴江的微康益生菌（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专注益生菌菌种、发酵食品菌种、有益微生物菌群与

人体健康研究，集菌种研发、生产及应用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董事长助理马张良说，受益于一体化发展的红

利，近年来公司快速成长，“2023年，公司销售额突破5亿元，

今年则有望突破6亿元”。

随着企业的发展，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一体

化成了最好的催化剂。“目前，我们跟上海很多高校进行校企

合作，引进优势人才，我们每天都有班车往返于上海和吴江，

保障高端生物医药类人才的通勤。”马张良说，便利的交通、政

策红利、便民措施的出台，大大降低了人才流通的门槛。

10月18日，华东地区首条繁忙机场客机与直升机联程接

驳航线正式开通，吴江到上海虹桥仅需18分钟，在低空经济的

赛道上，吴江跑出了“加速度”。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作

为吴江的主城区，借助于得天独厚的空域资源，抢抓机遇，向

“天空之城”出发，助推低空经济产业集聚发展，助力苏州打造

千亿级低空经济新高地。

旅游观光路线解锁全新视角、“空中求婚”个性化定制、无

人机快递配送进校园……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

低空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应用场景日趋多

元。“苏州经济活力热度高，诞生了大量应用场景的需求，依靠

场景应用带动市场，市场催生产业，产业强了，经济自然就繁

荣了。”东太湖度假区管理办招商局局长万能说。

未来产业布局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认清发展形势的规划，

面对各地争相在低空经济赛道发力，吴江除了有产业和应用

场景的优势，如何与长三角各地形成合力？万能说，在产业链

整合上，可以借一体化的东风，让上海、杭州等软件类、数字经

济类的人才为苏州的发展作贡献，在场景应用的联动上，一旦

低空物流无人机运载模式真正实现商业化，将极大促进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

生态“智”理 科研加持
连通太湖和黄浦江的太浦河，是示范区第一条建立“联合

河长制”的河道，联合巡河、联合管护、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

合治理，已经成为75位联合河长工作的常态。随着数字化、智

能化手段的应用，太浦河有了“管家”，水域联保共治的探索进

入了“2.0版本”。

“‘太浦河管家’的智慧管理平台覆盖了从太浦闸到金泽

水库的约44公里水域，三地共设有14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可

以针对水域内发生的问题进行感知、识别、预警、报告，应用场

景则包括：船舶智慧管理、水质异常应急处置、水面漂浮物智

能识别等，极大提升了管理效率。”吴江环境监测站副站长施

志伟说。

“之前都觉得挺好的，装了摄像头，监测范围更广，反应更

快，发现的问题一下子比以前多了很多。”这种“智能”却让河

长沈晓华直呼“更累了”，但他相信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过渡性

的，“随着监测常态化，问题不断解决，河长们可以把更多的时

间放在河道的治理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

在水网密布的示范区，河道治理是件大事，而这也是浙江

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未来环境实验室的重要研究课题。作为

浙江大学入驻祥符荡创新绿谷的一系列未来实验室之一，去

年3月，未来环境实验室正式成立。“我们把先进技术和生产实

际相结合，针对河道治理进行相应的探讨。比如这个特殊场

景环保机器人，它会针对河道、湖面的蓝藻，进行监测，并且可

以自动移动对蓝藻进行处理，这个机器人在杭州亚运会期间

已经‘服役’过了。”未来环境实验室特聘副研究员刘蒋龙说。

自主研发的污泥绿色炭化智能装备中试，年底有望落地；

从环境中分解有降解污染物功能的微生物，进行培养后，添

加到受污染的地下水或土壤，对污染物进行自然降解；组建

新污染物检测中心，用新的检测方法，对环境中尚未发现或鉴

定的污染物进行检测，并通过实验室寻找解决之道，防患于未

然……在污染治理、环境优化上，未来环境实验室从市场需求

出发，更快速地实现了从“研”到“产”的转化，面向未来，这里

将致力于给出更多关于生态、关于环境的解决方案，在长三角

乃至全国、全世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反哺赋能 奔赴美好
来自江苏徐州的李兴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在嘉善县政

务服务中心给新生的孩子办好了落户手续，只需回家等待，他

就能收到老家寄来的新户口本。

“新生儿落户跨省通办已经在全国推广，只要符合条件，

我们都可以受理。”嘉善县政务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潘

高峰不仅见证了近年来政务服务的日趋便捷，更亲历了青吴

嘉之间的“来来往往”。“基于五年来在数据共享上的探索和积

累，示范区涉民生事项的通办已经实现全覆盖，真正实现了

‘同城待遇’。”

示范区建设如何惠及民生？此时回答这个问题，已经有

了诸多强有力的案例支撑。轨交17号线西延伸线进入空载

试运营阶段，沪苏湖高铁年底投运，沪苏嘉城际铁路快速推

进；元荡、太浦河、蓝环、祥符荡，一个个环境优美的地标已经

成为示范区人家门口的风景；异地就医结算免备案，926家定

点零售药店实现跨省医保结算……不论是道路交通的互联、

生态环境的改善，还是服务的持续便捷，所有的探索和示范，

终将反哺于民。

好风景引来新经济，新经济赋能好生活。“10月14日，华

为练秋湖研发中心首批3000名研发人员入驻，预计到明年春

节前后有2.5万人左右，明年年底达3万人。”青浦区经委副主

任李玉洁说，“华为的上下游企业都希望离华为更近一些，相

信未来借助华为研发中心的影响，会有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选择在这里发展。”

高能级产业布局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最直观地表现

在对周边房价的影响上。“最明显的是房租，周边的房租一个

星期就会有变动。”李玉洁表示这种效应在东莞松山湖也同样

明显。“随着周边道路配套设施的投入使用，希望未来这里会

成为长三角新的网红打卡点。”

财产性收入的上涨，对当地居民来说，是实打实的收益，

这让他们对示范区的建设报以更热切的期盼：距离华为不远

的西岑科创中心二组团不久前正式开工，当天早上，周边的居

民自发聚集到现场围观，久久不愿散去。

■ 苏州低空经济发展展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