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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正在抓紧
施工，通过更紧密的协同、更深层
次的改革开放、更高质量的发展，
释放一体化红利，努力让经济“引
擎”全速运转。

重点推荐

6版0

在这个特殊的春天，在坚持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大湾区建设渐广渐

深，互联互通日新月异，到2月底和3月初

已基本达到满负荷运行。

大湾区“硬联通”工程
有序复工

区域时评

日前，无人机拍摄的连接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嘉善县的叶新公路-姚杨公路项目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丁 汀 摄

激 发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动 能

□ 何欣荣 屈凌燕 程士华

草长莺飞的季节，长三角一批

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施工现场，建

设者们干得热火朝天。

修城际铁路、建产业集群、补社

会短板……3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一股“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的

春潮激荡。

按照中央出台的《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三省一

市正在抓紧施工，通过更紧密的协

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更高质量

的发展，释放一体化红利，努力让经

济“引擎”全速运转。

以增量带存量
长三角“底盘”稳固

7天连续修订4版应急方案，加

强疫情全方位防控……位于江苏苏

州的盛虹控股集团，通过科学有效

的防控措施，2月底恢复产能，一季

度外贸销量正增长。

随着疫情全球蔓延，海外需求

下滑明显。直面挑战，盛虹集团内

外兼修，一边开辟国内市场，一边依

托去年获批的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

新中心，调整产品结构。“对迪卡侬、

优衣库等很多大品牌而言，中国仍

是最具活力的市场。我们积极发展

内销客户，目前整体产销比较平

衡。”盛虹集团董事长缪汉根说。

化被动为主动，用自身发展的

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作为占我国经济总量20%左右的区

域，长三角“底盘”稳固：

——上海新兴产业“韧性”十

足。今年一季度上海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下降6.7%，但一些代表发展新

方向的行业复苏较快。如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值同比增长15.3%，新能源

汽车产值增长5.7%。“从供给侧看，

上海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

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方

面拥有较多的项目储备，发展潜力

大、后劲足。”上海市统计局有关负

责人说。

——江苏放大比较优势，3月份

工业增速“翻红”。统计显示，一季

度江苏地区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5%。其中，3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5%，比1月~2月提高22.1个百

分点。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光辉

说，江苏最大的优势是制造业，目前

江苏正加快培育工业互联网、集成

电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群，

打造“世界工厂”2.0版。

——浙江顶住压力，外资招引

实现正增长。浙江省商务厅的数

据显示，一季度浙江省新设外商

投资企业 539 家，实际使用外资

271亿元，同比增长0.3%。值得注

意的是，浙江一季度新增外资中，

超过 1/3 来自存量外资的追加投

资，显示出外资对浙江营商环境

的认可。

——安徽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短

板，社会领域投资快速增长。统计

显示，一季度安徽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下降6.5%，但卫生和社会工作投

资增长29%，教育投资增长16%。

“3月份以来，安徽的用电量、高速公

路车流量明显回升。我们判断，下

一阶段区域经济会延续回升态势。”

安徽省统计局总统计师肖志颖告诉

新华社记者。

新基建激活新经济
新经济释放新动能

浙江台州，吉利汽车的发家

地。今年3月份，吉利又宣布在台州

增加投资。这次投资的方向不是汽

车，而是卫星。

面对外界的众多不解，吉利董

事长李书福娓娓道来：“从去年的

中美贸易摩擦，到今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汽车行业面临巨大挑

战。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市场好

转，而要看准发展趋势，主动迎接

变革。”

以台州的卫星试验中心为依

托，吉利将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卫星智能化生产线，产品主要用于

通信、遥感和导航等领域，推动企业

从汽车制造商向未来出行科技集团

转型。按照计划，吉利在今年年底

前将有两颗卫星上天。

吉利只是一个缩影。在稳住

“基本盘”的前提下，新经济的竞相

成长，打开了长三角发展的新空间。

新基建激活新经济——

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上

海移动国际数据中心二期工程全面

复工。这个中心总体建筑面积25万

平方米，建成后将提供超过2万个机

架的装机能力。

无论“云经济”“宅经济”还是

“非接触经济”，你我浏览的每个网

页、发送的每个订单，背后都需要大

量的数据运算和存储。给海量大数

据提供“粮仓”，长三角各地的数据

中心建设驶入“快车道”。

阿里宣布云计算和数据中心千

亿级投资计划，江苏计划建设南京

位置服务数据中心……中国移动上

海公司工程部临港办副主任黄浩程

说：“传统基建耗费大量钢材、混凝

土，新基建则更多依靠先进设备、技

术和智力的投入。”

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分

析，长三角制造业基础雄厚，好比

电脑硬件较强。以 5G、数据中心

为代表的新基建，相当于电脑的

软件。软硬件配合，可以驱动经

济结构的系统升级。“长三角的数

字经济居于全国前列，有能力成

为新基建的‘样板间’，为全国输

出经验。”

新经济释放新动能——

位于上海张江科学城的钛米机

器人，疫情暴发后全公司没有休息

过。“不夸张地说，我们研制的智能

消毒机器人卖成‘期货’了。”钛米创

始人潘晶说。

本报讯 日前，安徽省首个旅

游体验直播《云游安徽》第七站来

到桐城六尺巷。短短 40分钟，全

国67万余名观众通过直播线上观

看了六尺巷，了解桐城深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和古雅民风。

去年以来，桐城市紧扣“一体

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按照创

新共建、协调共进、绿色共保、开放

共赢、民生共享原则，着力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开放创新先

行区、产业承接示范区、文旅体验

优选区、生态文明样板区和合肥都

市圈重要增长极“一极四区”取得

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桐城市加紧推进现代

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合九高铁今

年内正式通车，结束桐城市不通高

铁的历史；G206 桐城段一级公路

建成通车，实现该市一级公路“零”

的突破；S465 罗湖大桥及接线工

程桐城段建成通车，来往安庆之间

更加快捷；德上高速、岳武高速东

延线桐城段开工建设，进一步完善

了该市高速路网；抢抓国家低空开

放的重大政策机遇，加快推进桐城

通用机场建设，引江济淮等一批重

大工程的有序推进，区域性交通枢

纽逐步形成，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

水平。

在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桐城

市实行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与安

徽大学等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高校

签署合作协议，源源不断向长江

三角洲高校输送优秀人才；争取区

域优质医疗资源协作，桐城市人民

医院加盟同济医院集团，上海同济

医院桐城分院挂牌，并定期邀请专

家开展学术交流、专题讲座、远程

会诊、带教手术等各项活动；制定

《桐城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六

尺巷历史片区恢复与修缮、桐城

文学小镇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

组织嬉子湖景区、孔城老街景区

积极参与省长三角旅游推介活

动；设立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专

窗，实现专窗上线运营，推行行政

审批审核合一机制和代办帮办服

务机制，逐项清理、调整、规范行

政审批。

据悉，桐城市抢抓机遇，加强

本市电商企业与沪苏浙电商企业

合作，完善冷链物流、直销配送体

系建设；在合肥设立跨境电商产业

园，跨境电商有了“桥头堡”；构建

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农村

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中心和电子商

务服务网点平台，指导“农夫商城”

电商运营服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

依托自身优势建设市、镇、村三级

物流体系。

同时，该市着力引进现代化物

流平台，已分别与中外运安庆公

司、北京首农物流、北大方正物产

等公司展开专题对接，各项前期准

备工作正有序推进，逐步将桐城市

打造成华东及华中区域的进口原

料集散地及塑料原料交易市场。

为引进津京冀、长三角、珠三

角的产业转移项目，该市主动推进

与南京江北新区的战略合作，深化

与上海临港海洋高新区战略合作，

谋划产业链梯度转移承接方案，就

共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关联企业

合作、科技创新及人才交流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2019年度上报省

平台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33个，

其中15亿元以上项目3个，实际利

用省外资金80.97亿元。

（潘月琴 钱叶挺）

把准深度融合方向
□ 方大春 裴梦迪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深度融合带来

的巨大潜能，将为我国打造又一强劲增

长极。在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

合发展的过程中，须着力把准深度融合

的方向。

不能将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简单

地理解为区域同质化、城市同城化、要素

分布均匀化和公共设施布局均等化，需把

准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的方向。

一体化深度融合方向不是区域同质

化，须体现出地区禀赋优势。长三角各

区域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

展水平都存在差异，一体化发展不能走

同质化的道路，要坚持区域差异化，形成

区域竞争力。

一体化深度融合不是城市同城化，应

突出城市功能特色。随着高速公路、铁路

网的发展以及跨江跨海大桥的建设，长三

角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时空距离大大缩短，

同城化特征初显。“同城化”绝对不能理解

为城市间差异消失，各城市应发挥好各自

的城市职能。若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主

体缺乏明确的分工和职能定位，易导致各

个城市存在同一领域不同程度的重复建

设，造成资源错配和资源浪费，市场配置

资源的作用严重受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效能的发挥和资源利

用率的提升。要以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

协作为导向，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

展，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促进城市

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

同城化的关键是城市之间真正形成利益

共同体，生活同城化、便利化。

一体化深度融合不是要素分布均匀

化，需提高要素全域配置效率。长三角各

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要素布局不能搞均

匀分布。各地区的要素要与当地的市场

条件结合，根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的发

挥考虑布局，否则可能会引致区域间的资

源要素错配、产业结构同质以及低效益、

乱投资。长三角一体化不是追求要素空

间布局均匀，而是强调原材料、资本和技

术市场等生产要素能够在长三角区域内

自由流动。随着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不

相适应性增强，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矛盾

增多，城市发展模式应该进行调整，优化

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

间协调发展。

一体化深度融合不是公共设施布局

均衡化，应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长三角

一体化进程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的是

区域内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化、便利化，

并不需要完全保证在各个地区都有均等

提供点。长三角一体化规划需要合理配

置与整合现有资源，避免区域内的重复建

设和资源浪费。因此，长三角公共服务一

体化不应各自为政，而应公共服务的跨区

域联动治理和共享，追求本地利益与整个

长三角区域利益的统一。

安徽桐城快马加鞭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从“蓝图规划”到“施工落实”，长三角“引擎”全速运转，将为我国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拓展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