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里在这里，，５５分分钟走遍苏浙沪钟走遍苏浙沪!!””

沿着318国道自东向西，太浦河北岸，坐落着素有“水乡明珠”之称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区。

这里东接上海，西濒太湖，南延浙江，北依苏州，是苏浙沪交界处，“5分钟走遍苏浙沪”，在此处成为现实。

图为苏州市吴江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窗口。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苏滁高新区践行跨省
合作的“新种子”已萌
发新芽、茁壮成长。
今年1月～4月，苏滁
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44.9%，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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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内第一个跨省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拉开。皖浙探路改

革，呵护碧水东流。新安江已成全国水质

最好的河流之一，千岛湖水质稳定保持为

优。9年三轮试点即将结束，青山、绿水、

民富、民安就是最美的答卷。正如滴水汇

聚成江河奔流入海，“新安江实践”汇入我

国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洪流。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从水环境扩展到空气、森林、湿地，从新安

江扩展到九洲江、东江等多个跨省流域。

问“江”哪得清如许

区域时评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正成为
浙江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大局的核心。如今
重获绿水青山，长三
角因太湖共兴高质
发展的理想，正逐步
展现。

挖掘三大潜能
激活一体化新动能
□ 吕康娟

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初步形成高端城市群、都市圈的

先发优势。下一步，有必要将疫情考验转

危为机，瞄准高端、聚焦创新，把着眼点和

立足点转到挖掘三大结构性潜能上来，激

活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动能。

潜能一：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是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建设

互联互通的长三角城市群，是提升公共治

理能力、防范风险的必然选择，也是疫情冲

击下的一个新增长点。

智慧城市是新基建的核心。智慧城市

有三个层次内容：信息基础设施如同城市

感官，如以5G通信、智能传感设备、智能交

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等为代表的硬件基

础；万物互联的产业如同城市神经，以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智慧电网等为代表；计算

软件和公共服务平台如同城市大脑，以大

数据、人工智能、IT软件、云计算、区块链

等为代表。

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可以融合创新出

广泛的应用场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继而创造巨大的产业提升空间。

例如，智慧交通将助力长三角城市群

实时互联互通，推动高铁、城际铁路和地铁

无缝衔接，打造换乘枢纽样板，从而提高要

素流动效率、释放区域规模效应。

在智慧政务服务上，上海有“一网通

办”，江苏有“不见面审批”，浙江有“最多跑

一次”。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上海的“随申

码”、杭州的“健康码”等，在打破信息壁垒、

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潜能二：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此次

疫情使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模式发展受

阻，也暴露了一些地方制造业的短板。

要主动育动能、拓内需，加速新一轮产

业梯度转移，优化中小企业的“云上”和平

台生态，重构优势制造业供应链生态，提升

供应链协同水平，聚焦主要高端产业的区

域化、本土化、多元化发展，打造长三角制

造业更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例如，以智能制造为抓手，以点引线带

面，打造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通过创新引

资扩链、引资补链、引资强链，打造国家级

先进制造业集聚高地，建设一批先进制造

业集群和世界级制造业基地。

潜能三：全球科技创新城市群。科技

革命的历史规律和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现实

告诉我们，谁拥有新兴产业策源地的科技

创新城市群，谁就能够引领经济发展、塑造

未来格局。

长三角区域集中全国1/4的“双一流”

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服务产业分别占

全国的 1/2 和 1/3。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与南京、杭

州、合肥等核心城市，共同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领域和顶级水平，加快科研创新合作，建

设G60科创走廊，共建教育联盟，探索建立

区域联合实验室，既有深厚的基础，也有巨

大的空间。

“ 排 头 兵 ”迸 发 新 活 力
——苏滁高新区践行长三角跨省合作见闻

绘制长三角一体化“工笔画”
浙江提出全省域全方位接轨融入长三角，推动区域深度联结、协调发展，

畅通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交汇融合

□ 陆 健 常 河 严红枫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望

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和引以为傲的地

标月亮酒店，湖州南太湖新区党群

服务中心义务讲解员李东民感叹

道：“当年为了‘让太湖不再倾斜’，

湖州追赶太湖北岸的苏州无锡，曾

走过牺牲环境的道路。”

一个太湖，连接浙江和江苏。

作为南太湖蝶变的见证者，这位70

岁的老人自豪地说：“如今重获绿水

青山，长三角因湖共兴高质发展的

理想，正逐步展现。”

江南水乡，水是一面好镜子，可

映照出跨区域合作的水平。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正成为浙

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大局的核心。为此，浙江提出全省

域全方位接轨融入长三角，推动区

域深度联结、协调发展，畅通资本、

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交汇融合。

精品项目加速赋能

说起火箭的研制，很少有人会

想到浙江，更不会想到湖州市居然

建成了国内首个民营运载火箭的研

制基地。

在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蓝箭

航天技术有限公司已经改造完成的

一期项目厂房和正在安装调试的设

备。“蓝箭航天”目前已形成朱雀火

箭、液氧甲烷发动机、姿控发动机三

大系列产品，通过模块化生产及定

制化组合，构成小型到重型的固体

及液体运载火箭型谱，以满足不同

载荷需求。公司总经理杜方平说：

“得益于长三角地区高端制造业

的技术优势和基础，一条全新民

营运载火箭生产供应链已快速形

成，为火箭的研制、市场化生产奠

定基础。”

湖州智能制造基地包括火箭发

动机热试验中心和智能制造厂区。

公司预计饱和产能为年产200台液

体火箭发动机，15枚~20枚液体火

箭，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

产值约30亿元。“对湖州而言，这是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契机和助推

器。”湖州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总投资约3亿元的慧心谷绿奢

度假村，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现已取

得了全国首张“坡地村镇”项目房产

证及其酒店行业特种经营许可证。

度假村联合创始人杜永平来自上

海，当初就是看好长三角一体化带

来的无限机遇，才将度假村建到了

这里。

自2月下旬恢复营业后，度假

村接待的游客80%都来自长三角地

区。藏于竹山茶海，慧心谷为当地

产业融合提供了新模式。“依托妙西

的青山绿水，我们将上海先进的管

理理念与这里的自然条件相融合，

落实绿色共保，坚持捧好绿色发展

的金饭碗。”杜永平说。

高能级平台聚力

与上海、苏州、杭州相依的嘉善

县，定位浙江接轨上海“第一站”，而

今已成吸引世界高端人才、科技的

热土。2018年年底，嘉善与中新苏

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签约，启动中

新嘉善现代产业园，打造升级版的

苏州工业园区。

打造高能级平台，正是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瞄准的

方向。产业园按照“万亩空间、千亿

量级”的要求，借鉴苏州工业园区

“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

产业后配套”的开发理念和成功经

验，以智能传感产业为主导，突出聚

焦重量级未来产业、推进高质量区

域发展。未来将以传感器研发制造

为核心，打通上游芯片核心关键部

件和下游汽车电子、消费电子、航空

电子等应用制造端，带动产业集聚

集群发展。

“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是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

第一个区域重大合作项目。”据产业

园管委会副主任缪昂介绍，产业园

已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智能传感

器产业专项基金，同时成功引进光

环新网、博升科技等一大批高精尖

项目。

在距离西塘古镇以东两公里

处，一座科创绿谷正悄然孕育。祥

符荡创新中心规划面积约42平方

公里，以数字经济、高端教育、医疗

大健康、高端商务为主导产业，环湖

荡布局水乡创新单元、生态创新聚

落、智慧创新社区创新组团，打造成

为集科技创新、高端产业、水乡生

态、古镇文化于一体的长三角创新

高地和世界级科创绿谷。

“我们将大力发展以金融、贸

易、研发、总部经济为主的三产服务

业，打造‘三生三宜’的世界级科创

绿谷。”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嘉善）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常务副主任

何剑源说。

数字一体化破壁垒

长三角“一网通办”办理异地业

务有多方便？到嘉善县行政审批服

务中心，便能找到答案。进入大厅，

不同于传统的办事窗口，原本封闭

式的柜台被打破，在开放式空间中，

办事员与群众由“面对面”变成了

“肩并肩”。

集市场监管、税务、公安等多部

门资源为一体的长三角“一网通办”

专窗，可以办理青浦和吴江等地企

业开办、税务登记等事项，足不出户

就能办理跨省、跨区业务。

去年7月 1日，歌斐颂巧克力

（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莫雪峰在这

里领取了首张经营场所冠以“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字

样的企业经营证照，并一次性领取

了由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这

意味着莫雪峰在嘉善就办妥了上海

市青浦区金泽镇成立歌斐颂巧克力

（上海）有限公司的开办事宜。

浙江嘉善与上海青浦、江苏吴

江率先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政务服务

联动机制，全力打破区域数据壁垒，

整合三地资源。今年以来，三地每

月定期开展联系交流，推进跨区域

资源共享互认。据嘉善县市民服务

中心负责人介绍，5月中旬，三地对

企业开办“一件事”等机制创新进行

深入探讨，以进一步强改革破壁垒，

增强一体化制度供给和内生动力。

打破区域数据壁垒，长三角异

地医疗资源也走向“互联互通”。如

今浙江省共有457家医疗机构开通

长三角异地就医，异地就医人员通

过“浙里办”手机客户端或当地医保

中心进行备案，即可在长三角相应

统筹区的医疗机构实现异地就医门

诊费用直接结算。

医疗、交通、文旅、养老……民

生各个环节的一体化让浙江老百姓

尽享社会发展红利，数字一体化正

加速消除长三角民生服务供给差

距，让“一卡通”的梦想变为现实。

□ 姜 刚 刘诗平

长三角地区项目多了，政府服

务效率高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足了……5月底，新华社记者来到位

于安徽省滁州市的苏滁高新区，作

为长三角地区苏皖两省先行先试、

跨省合作的载体，这里处处迸发加

速发展的新活力。

苏滁高新区全称为中新苏滁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中新集团与

滁州市政府共建，是苏州工业园区

走出江苏省合作共建的项目，也是

安徽省参与长三角互利合作、承接

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排头兵”。

在生产雨刮器的安徽胜华波汽

车电器有限公司，偌大的注塑车间

内机器轰鸣，但只有少量的工人在

忙碌着。“两年前，公司进行了自动

化改造，用工量减少了，产品质量提

高了。”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兴说，原

来1人只能操作1台机器，现在能操

作7台机器，产品合格率从95%提

高到约100%。

7年前，这家公司从上海转移到

苏滁高新区，步入发展“快车道”。

“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了新机

遇，研发中心在上海，模具加工在浙

江，生产基地在安徽，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客户从自主品牌车企

扩展到合资品牌车企，这段时间，上

海等地的车企纷纷找我们合作。”

张伟兴表示，公司决定追加投资进

行二期建设，很快将投产运行。

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足了，来自

长三角地区的项目越来越多。今年

1月～5月，苏滁高新区共引进项目

19个，其中引进长三角区域项目16个。

据苏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周仁君介绍，该区2012年开工建

设，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坚持产业先

行，形成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营养健康等主导产业，

累计签约引进项目270多个，总投资

超700亿元，目前投产企业120多家。

“我们学习借鉴苏州工业园区

发展模式，坚持破除瓶颈，打造机制

创新先行区。”周仁君说，该区创新

实行市场主导、政府支持的合作运

行机制，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双主

体”管理模式，实现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在创优营商环境上，苏滁高新

区探索行政审批封闭运作的服务模

式。该区“一站式”服务中心主任

钟子平说，今年1月，该区建立长三

角“一网通办”试点机制，以跨城市

企业开办等证照审批办理为重点，

逐步实现互联互通，为企业提供多

方位服务。

政府服务效率高了，换来的是

企业建设和发展“加速度”。

生产基地从苏州工业园区转移

至滁州的达亮电子（滁州）有限公

司，从事光电半导体元组件之“一条

龙”生产制造与研发营销，创造了9

个月时间从开工建设至投产的“达

亮速度”。

“得益于政府部门的高效服务，

以及产业链的逐步完善，我们不仅

建设速度快，发展速度也很快。”达

亮电子（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湾湾说，该公司 2018 年 4月投

产，当年就实现营收3亿多元，去年

实现营收近13亿元。“下一步希望

在滁州市建立相关产业链聚落，实

现多元化发展。”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苏滁高新区践行跨省合

作的“新种子”已萌发新芽、茁壮成

长。今年1月～4月，苏滁高新区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44.9%，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

长8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