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3 星期四0606 透视 ClairvoyanceClairvoyance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于 馨 Email：76354098@qq.com 热线：（010）56805103

区域传真

跨省市地铁跨省市地铁
助力助力““同城同城””生活生活

2013年，上海轨道交通11号

线北段延伸工程花桥段（上海安

亭站至昆山花桥站）开通，从江苏

省昆山市搭乘地铁直达上海市区

成为现实。这是我国首条跨省市

地铁线路，开通以来极大便利了

苏、沪两地居民的出行。据介绍，

2019年度，昆山境内3站累计进

出站2257.25万人次，日均约6.18

万人次。图为列车行驶在上海轨

道交通11号线北段延伸工程花桥

段兆丰路站附近。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 陈先发 李亚彪 张紫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

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

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

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不断取得成效。

今年是“十三五”收官之

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冲刺路上，

疫情、汛情……当一道道“加试

题”接踵而至，长三角三省一市

又交出了怎样的一份一体化发

展新答卷？

稳住“基本盘”
培育“新动能”

这是四地迎难而上、历经

艰辛取得的半年成绩单。

江苏、浙江、安徽自二季度

以来，GDP增速全部“转正”，上

海GDP同比降幅收窄。

长三角在国家现代化建设

大局中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稳

住“基本盘”，培育“新动能”，是

必须担起的特殊责任和使命。

形成大循环，要素就必须

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

“坐上商合杭高铁，1小时

内就能直达杭州，而过去得先

乘汽车再坐火车。”安徽欢廷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王安丽说。这家位于安徽宣城

的企业，主要从事工业机械臂

研发生产。

机械臂产品对后期集成要

求高，企业需要经常与客户面对

面沟通。王安丽说，公司不少客

户在杭州，商合杭高铁开通降低

了企业要素成本，他们今年把上

海公司整体搬到了宣城。

从打通“断头路”到织起全

国最密高铁网，长三角高铁线

路已有24条，运营总里程突破

5000公里。

交通、信息、科技、金融、能

源、人才等要素“相向发展”，才

有“一体化”和“高质量”。

步入苏州盛泽镇江苏新视

界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指

挥监控中心大屏显示着万吨级

熔体直纺中试基地的运行情

况。这个由盛虹集团和东华大

学联合打造的行业“最强大

脑”，是工信部批复的由民营企

业牵头组建的国家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

“先进功能纤维是制造业

创新发展重点领域，从百姓智

能生活到航空航天高精尖设备

都不可少。成员单位来自长三

角，这里汇集了长三角智慧，也

惠及了长三角企业。”盛虹集团

总工程师梅锋说。

“一体化”棋局中，“新动

能”落子如飞。

苏浙沪多家机构、企业共

建的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落

户苏州，青浦工业园区重点产

业项目集中签约开工，将布局

类脑芯片、第三代半导体、靶向

药物等未来产业……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

新局，三省一市正共同发力。

灯光“亮起来”
山水“靓起来”

从太空俯瞰地球，遥感卫

星可以捕捉到地表夜间灯光等

来自人类活动的辐射源。

卫星数据显示，近年来长

三角地区夜间灯光亮度越来越

强、越来越密，安徽省合肥、滁

州、马鞍山等地光亮面积逐渐

增大，边缘向外扩展，渐渐与长

三角融成一片。

遥感卫星下，长三角越来

越“亮”，也越来越“靓”。

“以前这里违章建筑、污染

企业多，现在成了外地游客必打

卡的景点。”马鞍山市民褚文伟

惊讶于整治后的薛家洼生态园。

变化在悄然间发生。

长江干流安徽段岸线长

1100多公里。“禁新建、减存量、

关污源、进园区、建新绿、纳统

管、强机制”等措施下，沿江多

个环保问题突出区域，化身为

鸟语花香的“城市生态客厅”。

长三角山水相连、河湖纵

横，守绿、护绿已成四地共识。

水质不达标，上游补偿下游；

水质达标，下游补偿上游——

被形象称为“水质对赌”的国内

首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探索，

今年在新安江流域开展第三轮

试点。

“你喝的水，我帮你守着。”

新安江成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

流之一，千岛湖水质稳定保持

为优。

这一生态补偿“样板”已走

向长三角。据安徽省发改委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处处长

钟岚介绍，皖苏两省已在长江

流域滁河陈浅断面实施跨省横

向补偿机制。

跨流域的生态环境共保联

治加速推进。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内，太浦河把苏浙沪

交界的青浦、吴江、嘉善串联在

一起。三地不以省界为单位，

而以河段为单位重新划定包干

区，确立211名联合河长，联合

巡河、交叉巡河，打造区域治水

一体化格局。

长三角是长江经济带龙

头，不仅经济发展要走在前列，

生态保护和建设也要带好头。

苏浙建立联席会议、联合

执法、交叉检查等十项机制，共

同提升蓝藻防控水平，破解太

湖治理难题。

一片绿色底色中，“美丽长

三角”渐行渐近。

民生“一张图”
治理“一盘棋”

民生“一张图”，在长三角

一步步成为现实。

——就业之路越来越宽。

“通过松江区‘九城纳贤’

平台，同学们都找到了工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应届毕业生

粟邵琪说，她刚刚与杭州一家

高科技企业签约。这个云端招

聘平台汇集9座城市3800余家

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推出

8000多个岗位。

“长三角联手，化解了招工难

和就业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联席办科创组组长潘宏凯说。

——就医选择越来越多。

“在家门口能挂到上海专

家号了。”浙江省绍兴市机关干

部小孙说。当地已实现职工医

保参保人员持医保卡到上海

217家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

直接刷卡结算。

在安徽多地，上海、南京的

医院不但设立分院，还有专家

开展手术、坐诊等活动。

——就学环境越来越优。

安徽省滁州市第四小学

里，书声琅琅，校园整洁。“天雁

少年”成为该校独特的学校文

化品牌，天雁少年宫合唱团、舞

蹈等社团活动热闹非凡。“我们

和南京市夫子庙小学合作办学

中，借鉴了先进教育模式和管

理方式。”滁州市第四小学副校

长夏菲说。

疫情防控中，长三角健康

码互认通用机制、产业链复工

复产协同互助机制、企业复工

复产复市就业招工协调合作机

制……三省一市复工一体化快

速推进。

在滁州一家轨道装备公司

工作的李翔家住南京，滁宁两

地开通复工复产“绿色通道”，

他每天坐着公司大巴，跨省通

勤无阻。

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

角。面向未来，以先行者的姿

态积极探索和实践新发展模

式、新发展格局，这是长三角的

使命与担当。

□ 孙 飞 吴燕婷

位于深港交汇处的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区，合作创新的“星

星之火”正“越烧越旺”。

来自香港的何耀威与团队

共同建立的无创检测血糖科技

企业2018年迁入这里，目前团

队约60人，港台员工约占1/6。

“这次创业板改革与国际接轨，

将为我们日后的融资提供更多

选择。”何耀威说。

据新华社消息，8月24日，

首批18家创业板注册制企业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体鸣钟上市。

被誉为“活力之板”的创业

板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一系

列“升级”的市场制度开始运

转。在科创板的基础上，创业

板扩大注册制试点，为存量板

块推行注册制积累经验，同时

也增强了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

企业的包容性。

十年磨一剑，改革再出

发。在改革开放前沿深圳诞生

的创业板，开板之初就被赋予

支持创新创业的重任。从2009

年10月首批28家公司集体挂

牌至今，创业板已拥有超过800

家公司、约9万亿元市值，逾九

成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

“此次创业板改革的一大

亮点是为创新创业企业上市

做了更贴近实际、更加多元的

制度设计，让一些具有高成长

性、尚未盈利的企业通过资本

市场实现直接融资、跨越发

展。”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

所长余凌曲说。

在不少业界专家看来，改

革后的创业板与粤港澳大湾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战略定位更加契合，

更有助于发挥资本市场的创新

“助推器”效应。

“注册制下，科技企业登陆

资本市场更加便利，这将为重视

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庞

大的粤港澳大湾区带来重要发

展机遇。”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严亦斌

认为。

数据显示，大湾区创业板

“后备力量”充足，不少具备上

市条件的企业已在“摩拳擦

掌”。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数据显示，目前超过200家深

圳企业计划在未来一年申报创

业板。

随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等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持

续完善，创新要素、资源流通日

渐频繁，粤港澳大湾区正驶入

深度融合、创新合作的新阶段。

得益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

区独特的人才吸引力、浓厚创

新氛围，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牛昕宇对企业未来发展信心满

满。“我们的创始团队中有两

位成员来自香港。今年6月公

司完成了数据流AI芯片的发

布，技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牛昕宇说。

一些业界专家认为，创业板

改革落地将进一步促进深港两

地资本市场协同效能的发挥。

深圳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

理事长王忠民表示，深圳与香

港两个市场的资本来源、估值

体系和投资者结构有所不同。

香港市场已聚集一批优秀的内

地企业，这些企业得到了全球

投资者认可，估值得到合理体

现，这一套成熟的估值体系可

以为创业板提供借鉴。

展望未来，创业板周边有

望形成更加活跃、“有生命力”

的湾区创新资本生态。

“从创投机构来看，改革后

的创业板在价格发现、资源配

置、信息披露等方面更加市场

化，为资本进入及退出提供了

良好的循环平台，5年后看这场

变革的促进作用将是翻天覆地

的。”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创始合伙人厉伟说。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业板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大量创

投、证券、银行等金融机构汇聚

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产业与资

本的深度融合，带动大湾区金

融行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长三角地区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视频会议日前

召开，明确提出，长三角三省一

市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两个关键词，推动长三角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跨省通办”，

努力在今年内推出长三角地区

电子亮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办理、企业内档查询

等89个法人和个人事项。

据悉，去年5月，长三角地

区在全国率先开通上线区域

“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

截至今年8月，三省一市依托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支撑能力，

推进电子证照共享互认，跨省

法人认证5.48万次，个人认证

62.54万次，三省一市政务服

务APP实现身份证、驾驶证等

15 类证照亮证，证照共享

6598次，电子亮证652.9万余

次，实现65个服务事项跨省

通办。覆盖长三角地区41个

城市的政务服务中心已开设

543个长三角“一网通办”线下

专窗。全程网办办件420万

余件，法人事项办件30万余

件，个人事项办件 390 万余

件。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长

三角区域启动三省一市健康

码互信互认机制。

下一步，长三角地区“一网

通办”要继续先行试点先见成

效，为全国“跨省通办”提供更多

经验，依托协调机制和一体化平

台加强供需对接，加快解决制

约“跨省通办”的数据堵点。

（任 民）

本报讯 “香港金融创

新、港航物流等方面的专业优

势和广西独特区位、资源优势

相结合，双方可携手开拓东盟

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广

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周红波

表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与香港贸发局日前在南宁

和香港两地视频连线，揭幕广

西优质产品香港线上展览会，

促进双方经贸往来。

桂港经贸合作基础扎实，

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多年来香

港一直是广西最大外资来源

地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

上半年，广西对香港进出口

295.5亿元人民币，增长25%。

“广西是中国对东盟开放

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中国—东

盟自贸区拥有20亿人口的庞

大市场。”周红波称，桂港经贸

合作潜力仍巨大。

当前，引领中国—东盟开

放合作的广西自贸试验区加

快建设，挂牌成立一年来引现

代金融、智慧物流、数字经济、

新兴制造、跨境贸易等开放型

经济集聚。周红波表示，希望

香港发挥金融创新、投资管

理、贸易监管等方面的专业优

势，推动和支持中小微企业、

青年到自贸试验区投资创业。

香港至南宁高速铁路已

开通，方便两地人员来往，给

港企提供广阔商机。周红波

表示，希望香港继续发挥作为

“超级联系人”的优势，与广西

携手开展面向东盟的产业投

资合作。 （黄令妍）

本报讯 截至今年8月，

西藏所有的县城通沥青路，

86.4%的乡（镇）和61.4%的建

制村通硬化路。近5年西藏累

计新改建农村公路3.82万公

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8.6万公里。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厅长徐文强说，西藏地域辽

阔、自然条件恶劣，交通建设

历史欠账较多。2015年年底，

全区还有9个县城不通沥青

路，2个乡（镇）、230个建制村

不通公路，乡（镇）和建制村通

硬化路的比例仅为 45.9%和

16.8%。西藏近5年实现了农

村公路的跨越式发展，农牧区

交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5年来，西藏累计新增1

个县、102个乡（镇）和536个

建制村通客车，目前全区已有

74个县（区）、476个乡（镇）和

2050个建制村通客车，农村客

运网络逐年优化。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西

藏将力争完成全区剩余5个乡

（镇）和1114个建制村通硬化路

建设任务，努力实现全区所有乡

（镇）和建制村能通尽通。同时，

推进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

革，大力实施乡（镇）、建制村通

畅工程，加快客运站、停靠点建

设，不断完善农村客运站功能。

（刘洪明 格桑边觉）

本报讯 中共四川省委、四

川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关于贯

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加

快建设交通强省的实施意见》，

提出到2020年建成出川大通道

38条，到2025年建成出川大通

道55条的发展目标。

轨道交通方面，四川将构

建“四向八廊十六通道”现代

铁路干线网络，加快推进成达

万、成渝中线、川藏等铁路大

通道建设，完善成都都市圈多

层次多制式轨道交通网，推进

都江堰至四姑娘山等山地轨

道交通建设。

公路网络方面，四川将构

建“县县通高速、乡乡通干线、

组组通公路”现代化公路网络，

完善“18射9纵9横”高速公路

网，打通川藏、川青通道，消除

国省干线和城际快速路瓶颈，

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

航空运输方面，四川将加

快建成投运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推动成都国际航空枢纽进

入全球航空枢纽第一梯队；构

建“干支结合、客货并举”机场

布局网络；构建五大通用机场

群，完善支线机场通用航空

设施。

航运体系方面，四川将构

建“一横五纵多线”干支直达

航道网，实施长江干线航道扩

能工程和支流千吨级航道提

升工程，实现长江干线3000

吨级船舶直达宜宾；推动港口

资源深度融合，协同重庆共建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油气管网方面，四川将构

建“三横三纵三环”骨干输气

管网体系，建成西南地区天然

气管道输送枢纽中心；规划布

局北向或沿江入川输油管道；

推动油气管道与港口油化品

码头互联互通。

此外，四川鼓励开展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一体化交通网、高原

山区综合立体交通网、公园城

市绿色交通体系、交通防灾减

灾体系、智慧高速公路体系、

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等领域

先行突破，取得系统性成果。

（胡 旭）

长 三 角 的 新 答 卷
——“十三五”收官之年的长三角一体化新故事

创业板改革注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强心剂
吸引大量创投、证券、银行等金融机构汇聚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产业

与资本的深度融合，促进深港资本市场协同效能发挥

长三角“一网通办”提速

桂港携手开拓东盟市场

西藏八成以上乡（镇）通硬化路

四川再建 55 条出川大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