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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重点推荐

为重构产业布局，上海
已着手在长江经济带
上进行分工，因地制宜
推进产业转移。据产
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
部上海基地）统计，近
10年间，该中心直接支
持上海179个项目、投
资 1360 亿元的产业转
移，去向绝大部分是武
汉、合肥、重庆、成都等
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
产业转移初期以制造
业为主，近年来电子信
息类项目越来越多。

统 筹 谋 划
科 学 发 展

2019年，灵璧经济开发区将突出

工业主业，坚持规划引领，强化基础配

套，注重要素支撑，理顺投融资和管理

机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承载能

力，发挥经济建设主阵地作用，努力建

设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集聚区、高水平营

商环境的示范区、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

先行区。

6版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日前举行新闻

发布会，会上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

司长张波表示，为落实长江保护修复攻

坚战行动计划，生态环境部将开展8个

专项行动。其中之一为启动长江沿线

“三磷”（即磷矿、磷化工企业、磷石膏

库）企业排查整治，以有效缓解长江总

磷污染。

生态环境部负责人此前表示，近年

来，沿江11省市及有关部门扎实推进长

江保护修复各项工作，在黑臭水体整治、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固体废物及危

险废物管理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总磷超标已经上升为长江

干流首要污染物。张波说，长江流域集

中了全国60%以上的“三磷”企业，此次

启动的“三磷”企业专项排查整治对长江

保护修复攻坚战很有意义。

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工作

方案要求，以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湖

南、重庆、江苏等7省市为重点，对“三

磷”企业达标排放治理、初期雨水收集处

理、物料遗撒和跑冒滴漏管理等开展排

查整治。初步统计，“三磷”企业共计834

家。通过此次行动，要实现取缔淘汰一

批，达标改造一批，规范提升一批，推动

长江经济带磷化工产业链绿色发展，从

源头控制长江经济带“三磷”污染。

（高 敬）

长三角试点民生档案
跨省市查询服务

本报讯 近日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统

一部署，上海市嘉定区档案馆推出的长

三角地区民生档案查询服务已上线试运

行。试运行期间，这家档案馆推出了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婚姻档

案跨省市查询功能。

家住嘉定新城的冯美丽10年前在

她老家杭州和丈夫登记结婚。丈夫是上

海人。如今夫妇俩结婚满10年，冯美丽

可以申请上海户籍。不过，在准备申请

落户材料时，夫妇俩发现找不到结婚证

了。在得知嘉定区档案馆推出婚姻档案

跨省市查询服务后，冯美丽特地赶来寻

求帮助。

嘉定区档案馆工作人员随即咨询杭

州西湖区档案馆，经过查实，确定冯美丽

的结婚证明能够跨省市调取。冯美丽就

立即填写了《长三角地区民生档案“异地

查档、便民服务”申请表》，工作人员以传

真方式向杭州发出书面调档申请，按流

程一周内就能拿到婚姻档案证明。

据嘉定区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长

三角地区民生档案”查询服务目前可查

询长三角区域内（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各级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民生档案，且

逐步在上海全市各级综合档案馆均可以

受理。前来申请的个人必须是查询者本

人并带好身份证件。今后，随着长三角

三省一市在民生档案公共服务领域的合

作不断深入，人们将可以在工作平台上

直接申请，民生档案的查询范围也将扩

大，办理时间将会缩短。

（李 荣 周玉林）

□ 李亚彪 徐海波 何宗渝

万里长江，奔流入海；千埠并起，

因水而生。

从嘉陵江口到黄浦江畔，密布着

我国40%以上的人口和他们居住的

上百座城市。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

的最科学的空间组织形态，而融合、

联动、创新，则是城市群形成的重要

推动力。

自3年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召开以来，长三角城市群、长

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这三大坐

拥黄金水道的动力引擎，究竟交出了

一份怎样的答卷？

全国两会前，新华社记者沿江走

访了十几座城市，记录了他们聚焦高

质量发展新使命的“隔空对话”。

从“背向发展”到“相向发展”

春寒料峭，重庆潼南区汇达柠檬

公司生产车间却是热火朝天。成筐

的柠檬被倒入分选机，经过浸泡、清

洗、烘干、拍照扫描，按照果径、重量、

品相分成28个等级，精深加工制成

柠檬蜜茶、面膜、香薰液等300多种

产品。

“公司年销售收入超过15亿元，

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

占有率第一，这得益于川渝产业融合

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张帮奎说。他

们每年消耗的20万吨柠檬中，约5

万吨来自毗邻的四川安岳县，带动两

地5万余户农民增收。

从产业合作到川电入渝，从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到海关通

关一体化改革，从成都东进到重庆

西进，随着川渝两地能源、信息、开

放通道等方面一体化不断提升，多

年来的“背向发展”转为“相向发

展”，成渝城市群从概念逐渐走向

现实。

在下游长三角城市群中，大中小

结合的“相向发展”已深入城市每一

根毛细血管。苏州正积极构建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国际航运

中心等五大中心的延伸基地或配套

基地。上海则与苏州实现科技创新券通

兑通用，与连云港、南通等地打造研发

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数据互联，推进

协同创新。

紧邻上海的浙江嘉善提出，工业

上当好“上海协作区”，农业上当好

“上海菜篮子”，服务业上当好“上海

后花园”。“嘉善市民卡已实现与上海

各大主要医院实时结算。医疗、教育

等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不断提升，市

民获得感不断增强。”嘉善县委书记

许晴说。

从“区域经济”到“流域经济”

岸上列车呼啸，江中汽笛长鸣。

3年前首趟武汉至成都铁水联运班

列在武汉北滠口货场开通以来，上千

吨集装箱货物从上海水运抵达武汉

阳逻港，再换乘货运火车运往成都，

运输时间比全程水运缩短7天，拉近

了长江流域东中西部经济往来的时

空距离。

“长江是资金、人口、资源等多要

素流动的大动脉，没有共建共享，这

条黄金水道将无法实现最大效益。”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说。

在成都，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处处

长吴小冬说，通过长江经济带上口岸

物流合作，成都到上海的铁水联运里

程缩短至2600公里。

顺江而下，安徽芜湖港与苏州太

仓港合作，加速推动合肥及长江中上

游地区集装箱货源市场拓展，一次申

报，直接中转。

如何贯通三大城市群，构筑中国

经济地理横轴，各地都在探索。

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翔

认为，长江经济带要提升各大城市群

能级，减少城市群之间的摩擦和损

耗，实现竞合的合作模式。

为重构产业布局，上海已着手在

长江经济带上进行分工，因地制宜推

进产业转移。

据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

海基地）统计，近10年间，该中心直

接支持上海179个项目、投资1360

亿元的产业转移，去向绝大部分是

武汉、合肥、重庆、成都等长江经济

带沿线城市，产业转移初期以制造

业为主，近年来电子信息类项目越

来越多。

从“区域经济”到“流域经济”，正

重新唤醒万里黄金水道。

从“传统依赖”到“创新突围”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

鱼肥。

在浙江湖州高铁站下车，唐代

诗人张志和《渔歌子》中所描述的西

塞山映入眼帘。驱车来到湖州市

小梅港，太湖上波光粼粼，白鹭数

点。那阕传诵千年的名篇正在这

座城市重现。

多年前，南太湖边采矿厂、印染

厂、造纸厂、水泥厂遍布，在浙江德

清、吴兴等地，石矿开采曾是一些乡

镇的支柱产业，整个湖州石矿开采最

多时每年1.8亿吨。现如今，这些污

染产业已被关停，新动能不断培育。

高质量发展探索中，湖州突出

“绿色”，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新能源

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等产业，大力发展以物流、金融、

科技、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绿色生产性

服务业，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家庭服

务等绿色消费性服务业。

湖州市市长钱三雄表示，湖州正

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希望把这一艰难

转型历程告诉中上游兄弟城市，不再

走弯路。

“要穿新鞋、走绿道，决不走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长江中游城市群

咸宁市市长王远鹤说。咸宁是湖北

南大门，绿色资源富集，被称作中国

亚热带森林自然生态平衡的典型代

表。为守绿护绿，咸宁叫停投资45

亿元的造纸项目，清退了24个环保

不达标项目。

如今的咸宁，纺织服装、冶金建

材、森工造纸等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

逐渐“变脸”，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医药健康等千亿元

产业集群正在这座拥有128公里长

江岸线的城市崛起。

长江珠江等水域长江珠江等水域
实施春季实施春季禁渔禁渔
近日，长江、珠江、淮河、钱塘

江、闽江以及海南内陆水域进入为

期4个月的禁渔期。图为在长江安

庆江豚自然保护区水域，渔政与公

安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联合执法。

新华社发（黄有安 摄）

□ 郁琼源

京津冀协同发展迎来 5周年。

新华社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

解到，5年来，税务部门积极推动京

津冀三地加强税收征管合作，优化

区域纳税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

持续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等，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税收环境。

简化纳税人迁移手续
便利产业转移

2014年 7月，国家税务总局成

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

小组。同年10月，《京津冀协同发

展税收合作框架协议》落地。京津

冀三地税务机关实施了资质互认、

征管互助和信息互通等“一统三

互”的工作措施，开展了税收问题

研究、税务登记一站式办结等工作

创新。

三地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是重

点。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

知，要求京津冀税务机关简化纳税人

跨省市迁移手续，并明确了适用范

围、时限要求、业务衔接和业务操作

流程等内容。同时，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公布《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

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明

确企业迁入地和迁出地三大税种税

收收入五五分成等政策。

“京津冀税务机关一系列合作框

架和协议的出台，在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国家税

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

向新华社记者表示。

2017年 6月，国家税务总局局

长王军在雄安新区调研时指出，税

务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持续

优化纳税服务，全力支持新区建

设。紧接着，河北省税务部门成立

雄安新区工作领导小组，选派业务

人员到北京培训，服务入驻雄安的

大中型企业，让税收为雄安新区建

设添彩。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为绿色发展加力

5年来，不断深化的税制改革、

不断优化的纳税服务，让京津冀协同

发展背后的税收力量愈加强劲。

完善税制，协同加速。2016

年，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京津冀三

地税收政策进一步统一；2016年，

水资源税率先在河北省试点，推动

当地企业转型升级，为绿色发展贡

献税收力量。

征管改革，服务有感。2018年，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启动。原有

的京津冀三地税务部门，合作更紧

密，沟通更便捷，服务更优化。

减税降费，创新有力。近两年

来，增值税改革、个税改革等减税措

施频出，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助力北

京创新力辐射津冀地区，成为三地经

济的新增长极。

信息共通共享，办税便利便捷。

如今，京津冀三地纳税人不仅可在3

天内完成企业跨省迁移手续，并且可

以通过统一的办税平台办理相关涉

税业务。2014年以来，三地税务部

门构建统一办税平台，实现资质互

认、征管互助、信息互通，实现了京津

冀跨区域纳税人征管信息数据和纳

税服务共享。

建立风险管理协作机制
缩小三地规模差距

联合税收分析，贡献税收智

慧。2018 年 10 月，京津冀三地税

务局建立了京津冀联合税收经济

分析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税收经济

分析“导向标”“参谋助手”作用，

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

战略。

携手风险管理，稽查协查协作。

2015年4月，京津冀三地原国税局

签署《京津冀税务稽查协查协作协

议》，建立京津冀税务稽查协查协作

机制，并于2015年12月签署《京津

冀税务稽查协作备忘录》。2017

年，三地税务部门联合签署了《京津

冀税收风险管理协作机制》，在国内

率先建立起跨区域税收风险管理协

作机制，成立京津冀税收风险管理

协作专题小组，有效提升纳税人税

法遵从度。

5年来，三地地区生产总值由6.7

万亿元增长到8.5万亿元，年均增长

6.3%；5年间，三地税收总量由1.7

万亿元增长到2.1 万亿元。公开数

据显示，京津冀三地税收规模差

距正在缩小，区域经济协调性显

著提升。

协同发展，更是绿色发展。截至

2018年年底，三地2.57万户环保税

纳税人共申报税款25.7亿元，三地

2.63万户水资源税纳税人累计申报

税款81.2亿元，税收在保护环境方面

发挥了杠杆作用。

万里黄金水道肩负新使命
3年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即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聚焦高质量发展，逐步形成发展合力

深化征管体制改革 优化区域纳税服务
5年来，国家税务总局聚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地税收规模差距正在缩小，

区域经济协调性显著提升

长江沿线将启动
“三磷”企业排查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