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洁菲 魏一骏 王辰阳

跨域信用就医、推进协同执

法、携手生态治理……今年一季

度，长三角在共建共享领域推出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越来越多惠

及区域内居民，成为一体化发展

红利的生动体现。

“随申办App上花两分钟签

约、看病时省掉多次交费的流程，

服务体验直线上升。”近日，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尹蕴璞在位

于上海市青浦区的长三角（上海）

智慧互联网医院就诊，首次体验

了跨域“信用＋医疗”服务后，直

呼方便。

跨域“信用＋医疗”，是今年3

月下旬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上线的一项便民服务。

区域内居民可通过向合作银行授

权进行信用评估，获得一定的信

用支付额度。在该额度内，就医

产生的个人自费医疗费用可以用

信用额度自动扣除，无需现场排

队交费。

“以前，患者问诊、检查、开药

前均需先到人工窗口或自助机前

排队交费，流程繁琐。现在等于

是‘先看病、再扣费’，江苏吴江、

浙江嘉善居民如果要去上海就

医，也只需带上有电子医保凭证

的手机完成注册签约即可。”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执委会营商和产业发展部高

级主管王梓烔说，从医保异地结

算到跨域“信用＋医疗”服务，示

范区正不断拓展公共服务的广

度和深度。

不只是跨域信用就医，推进协

同执法、联合应急演练、携手生态

修复等改革成果也成效显著。

一辆危险货物运输车在驶往

浙江嘉兴嘉善县汾湖水上运动中

心的途中突发“险情”——车辆受

强对流天气影响侧翻，危险化学

品泄至太浦河，有1人受伤。接报

后，嘉善县立即组织现场救援，同

时，向江苏苏州吴江区和上海青

浦区应急管理部门通报情况，开

展协同救援……这一幕，发生在

近日举行的2023年长三角水上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现场。

嘉兴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演练后，嘉兴、青浦、

苏州三地将在整合应急救援资

源、加强信息互通共享、深化应急

救援联动等方面加深合作，把联

合防范应对突发事故等合作事项

抓紧抓实。

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长三角

一体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协

作机制会议上，来自沪苏浙皖的59

位城管局局长共同签署《长三角三

省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协

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深化执法保

障、案件查处、联合执法、执法服务

等六大重点领域的协作。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徐志虎

介绍，在跨域毗邻区，露天焚烧、

破坏水环境、违规运输处置建筑

垃圾……这些并不罕见的违法行

为曾是城管执法的“老大难”。今

年一季度，随着长三角加大城管

执法一体化建设力度，这些问题

开始得到解决。

“今年1月份，我们先后发现

有两辆浙江牌的工程车在上海金

山区枫泾镇倾倒工程渣土，便通

过公安系统联系到车辆所属企业

和驾驶人。然而，当事人拒绝配

合处置。”金山区枫泾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负责人沈健说，他们立即

启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在浙江

平湖城管的支持配合下，问题迎

刃而解。

生态治理领域，各地携手推

进创新探索不断结出果实。

近期，浙江嘉兴桐乡市，湖州

南浔区、德清县和江苏苏州吴江

区正谋划签订两省四地跨界河湖

联防联治协议书，强化跨界河湖

联防联治，推动跨界河湖水生态

环境治理保护工作。

“2022年6月，桐乡市和吴江

区首次进行行政河长、民间河长、

空中河长三方河长联合巡检后，

双方合作不断深入。”桐乡市生态

创建办治水二科科长朱江伟说，

今年2月，桐乡、南浔、吴江还共同

打捞太湖流域省际边界的水葫芦

残根幼苗。

目前，桐乡与吴江、南浔等地

共同聘任了80余位长三角区域省

际交界河湖联合河长，共同开展

巡河、治河、护河工作。

“下一步，桐乡将与各方加强

联动，积极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协同治水，持续推进桐乡与周

边地区跨界河湖水生态环境提

升。”朱江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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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宏伟

京杭大运河畔，位于江苏省惠山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惠山高

新区”）的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启动建

设。这意味着惠山高新区的“空天梦”

正式启航。

瞄准航空航天产业这条新赛道，惠

山高新区有哪些基础和优势？未来又

如何打造航空航天新高地？记者在近

日举行的“聚京惠萃筑梦空天”2023年

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发布暨投资环境

推介会上找到了答案。

勇闯苍穹瞄准空天“新赛道”

运河悠悠，千年不休。

惠山高新区所在的洛社镇，京杭大

运河穿城而过，是一个有着1600多年

历史的古镇，是一座实力雄厚的工商名

镇。明清时期，便以“人物往来之盛，商

贾辐辏之多”闻名江南。到了民国，民

族工商业在此萌芽，涌现出“电池大王”丁

熊照、上海蓬莱国货市场创办人匡仲谋

等工商业先驱。

进入20世纪80年代，洛社镇勇担

改革先锋，以洛社镇模具厂为代表的

一大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苏南

模式”和“四千四万”精神的发源地之

一。全镇工业基础扎实，产业门类齐

全，拥有工业企业2700家，经营主体1

万余个，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64.3亿元，常年位于全国百强镇排行

榜前列。

“以不到大运河1％的长度，创造

了全国万分之1.8的地区生产总值、万

分之2的税收。”惠山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张仁洪称，2021年，洛社镇获批惠山

高新区，成为无锡最年轻的省级高新

区，获批当年，这里便“瞄准”了航空航

天这条新赛道，揭牌成立无锡市唯一

的市级航空航天产业园——无锡航空

航天产业园。业内专家共同献策，为

其编纂了《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发展

规划（2022—2024年）》，发展路径愈

加清晰。

根据规划，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聚

焦“专精特新”，重点打造“121”航空航

天产业体系，即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

1个主导产业，机载设备、研发试验与

检验检测2个特色产业，商业航天1个

新兴产业。到2025年，园区产值力争达

到30亿元，集聚航空航天企业总数50

家，成为长三角航空航天产业新高地。

惠山高新区的“航天梦”并非天马

行空，逐梦星辰大海，它不仅有昂扬斗

志，也有稳扎稳打的“硬实力”。“发展航

空航天产业，这里有鲜明优势也有显著

基础。”张仁洪介绍，一方面，园区具有

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优势，挂牌成立的

先进技术长三角转化中心无锡分中心

于2022年8月获批，重点聚焦“两机”

“民机”等专项任务，以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无锡研究院为先导，开展航空发动机

基础部件创新研发；另一方面，园区装

备制造能力突出，基本形成了全环节材

料成型和工件加工工艺体系，为航空装

备的研发、生产奠定了强大基础。

奔涌集聚赋能产业“全链条”

筑巢引凤赋动能，精准招商促发

展。近年来，围绕航空航天等主导产

业，惠山高新区始终把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作为“一号工程”，坚持“内生”与

“外引”并重、提质与增量并举，建强产

业集群，打造园区矩阵。

近日，惠山高新区跨越千里，在北

京市一举签下航空航天产业“大单”，

21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234.75亿

元。细看此次签约的21个重点项目，

既有投资额过10亿元的“旗舰式”合

作，也有聚焦北斗、卫星遥感、激光芯片

等关键领域的“硬核”科研项目，可谓聚

“星”成链，产业蓝图愈发壮阔，集群之

势呼之欲出。

瞄准汽车及航空轻量化零部件制

造，惠山高新区与航宇智造（北京）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项目投资10

亿元，计划建设超高压胀形及热气胀成

形工厂，可以实现飞机机匣、航空发动

机异形管路的自动化生产。

此次落地的“小型燃气轮机零部件

试验测试研发基地”，将为小型燃气轮

机生产研发“再提速”。不仅满足维修、

设计、制造等相关需要，还能为航空航

天用火焰筒等高端钣金件、航空航天用

燃料喷嘴等高精度零部件研制与测试

提供服务。

基金助力，融资融智。未来，会有

更多航空航天创新项目在惠山高新区

“奔涌集聚”。此外，记者注意到，在这

场推介会上，惠山高新区发布了促进

航空航天产业发展的 12 条专项政

策。专项政策围绕航空航天产业园建

设，立足项目引进、制造跨界、研发创

新和制度保障，以航空发动机和燃气

轮机为主导，研发试验与检验检测、机

载设备为重点，培育商业航天等新业

态，加快建设航空航天特色产业集群，

对航空发动机产业链项目、商业航天

科创企业、融入大飞机供应链体系等

给予重点支持。

起势腾飞强化配套“支撑力”

竞逐新赛道、打造航空航天新高

地，惠山高新区脚步坚定，胸怀星辰大

海，坚持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加速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助力科研成果转化，惠山高新区积

极完善金融滴灌系统。航空产业融合发

展基金、元航空天产业基金、航发二期基

金等专项基金相继入园，基金规模超

200亿元，园区内的企业、项目时常可以

沐浴到金融的“阳光雨露”，加速成长。

于惠山高新区而言，此次“北上招

商”只是一个开始，惠山区委副书记、惠

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吴虹娟表示，将不

断强化招商后续的配套“支撑力”。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惠山高新区将从

营商环境抓起，强化项目要素保障，优

先保障用地、能耗、环境容量等核心项

目要素供给及“链主企业”建设用地需

求，并按有关规定在土地出让年限、出

让方式及出让价格上给予最大扶持。

高效推进项目建设，通过“保姆式”的服

务，扎实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

改革、企业上市合规性审查“秒批秒

办”、重大项目“拿地即开工”等。此外，

高新区还将围绕市场开拓、要素保障、

交通物流、招工引智、安全满产等，面

对面、点对点开展对企服务，分级分类

协调解决企业的困难和诉求，帮助企

业解决后顾之忧，擦亮“无事不扰，有

求必应”的金字招牌。

道虽迩，不行不至。未来5年，惠

山高新区将筹措50亿元作为现代产

业基金，重点支持航空航天产业发

展，以无锡航空航天产业园为依托，

奋力打造“两机”特色鲜明的精密智

造谷和研发试验场，创建长三角航空

航天产业协同承载地和创新活力区，

努力成为全国航空航天产业创新服

务新引擎。

□ 赵晓娟

□ 本报记者 郭建军

春为岁首，农为行先。晋中国家

农高区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今年围绕

有 机 旱 作 农 业 主 题 ，深 入 实 施

“22510”行动计划，实现晋中国家农

高区和太谷国家农业科创中心“双擎”

驱动，布局20公里农业科技示范廊带

和40公里农业产业示范廊带，持续推

进实施建设十大园区、搭建十大平台、

打造十大标杆、实施十大种业、完成十

大任务“5个10工程”，用力擦亮国字头

“金字招牌”，矢志打造全国一流农高

区，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蹚路破局、示范引领。

紧扣科技创新发展。晋中国家农

高区搭建创新平台、立足产业前端、吸

引高端人才、着眼产品开发，加快提高

核心竞争力。今年将围绕建设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抓好有机旱作农业国家重

点实验室、功能农业重点实验室、黄土

高原特色作物优质高效生产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等三大省部共建实验室，

积极探索构架有机旱作农业重点实验

室的运营模式，争取有机旱作农业实验

室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持续推进北方

旱稻研发中心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加速科技孵化、成果转化。目前，

已经形成了约110余个品种的果树资

源谱，逐步辐射到全省22家种植基地，

果树新品推介覆盖北方主要林果种植

区。果业科技创新让新品种新技术成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致富经”。

撬动种业先行发展。晋中国家农

高区集中攻关、重点突破、健全体系，重

点推进谷子、藜麦、玉米、晋汾白猪等特

色品种联合育种攻关，建立集种质资源

开发利用、种业技术创新研发和良种产

销为一体的体系，构建“粮、果、蔬、牧、

药、林”种业技术体系，加快种业振兴，

为实现农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在种子源头，先正达种业、龙生种

业、稼祺藜麦种业、生物研究院谷子种

业、晋药堂中药材种质资源、果树所玉

露香梨育种、鑫太城谷种羊、晋汾白猪

种猪、邦农小镇蓝莓种业和山西农大钙

果种业十大种业，目前已全部入驻园区

并发挥作用；由晋中国家农高区谷子研

究所郭杰博士团队、山西鑫丰盛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选育的谷子新品种“鑫

盛谷8号”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

作物品种登记，继续为全省杂粮种业攻

关“攻城拔寨”。

带动项目牵引发展。晋中国家农

高区谋划中药材产业园区（一期）项目、

东辉现代农业非遗展示试验区建设项

目、有机循环农业项目等重点项目28

个，当年计划完成投资21.8亿元。其

中新建项目17个、续建项目11个。争

取东辉年产10万吨牛肉全产业链、年

产10万吨南方黑芝麻系列饮品、农高

区海玉园项目、中药材产业园区（一期）

9月投产达效；推进农业遥感卫星研制

发射、3000亩有机旱作连翘基地项目、

农高区供水工程及节水灌溉体系工程

竣工投产；建设完成晋中国家农高区

认证中心、成果转化交易中心，启动国

际农业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实现东方

希望、大北农生猪年出栏突破 53 万

头，鸡年出栏量突破 1000 万只。同

时，突出招商引资，拉动农高区发展。

围绕生物技术、功能（健康）食品、现代

种业等核心领域，突出“双招双引”。

充分挖掘农高区品牌优势，用好塑强

区域公共品牌“晋中国农”和“农高优

选”，深化与阿里、京东等企业合作。通

过加强龙头带动、品牌培育、农民培训，

推进农业创新发展，以全域农高区引领

乡村振兴。

晋中国家农高区高质量发展蓝图

徐徐展开，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为全省

现代农业发展启梦领航，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破局赋能。

本报讯 苗锋 记者郭建军

报道 近日，山西省统计局联合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

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山

西经济实现稳中开局，一季度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5824.33 亿

元，同比增长5%，不仅经济增速

快于 2022 年全年，各项主要指

标也稳定增长。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开局

就是决战的干劲抓发展、以起步

就是冲刺的拼劲稳增长，一季度

全省经济呈现出新动能加快成

长、韧性活力不断彰显、民生保障

扎实有力的积极变化。”山西省统

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卫永杰说。

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71.11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

增加值为 2910.75 亿元，增长

5.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742.47

亿元，增长4.9%。全省农业生产

稳中向好，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

保持平稳增长，能源生产保障有

力；服务业明显回升，市场消费持

续回暖。

今年以来，全省煤炭、电力、

天然气持续安全稳定供应。一季

度 全 省 规 模 以 上 原 煤 产 量

33316.8万吨，增长5.9%；发电量

1102.9亿千瓦时，增长8.2％，其

中外送电量380.1亿千瓦时，增长

16.7%；非常规天然气产量34.9亿

立方米，增长8.4%。

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中，关

于新动能的绿色、低碳两项数据

颇为亮眼。制造业中，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业增长98.9%；战略性新

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29.9%，均延续了2022年以来的

快速增长势头。

经济在恢复，消费在回暖。今

年前三个月，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为439.8万平方米，增长20%；商品

房销售额为304亿元，增长21.5%。

住 宿 餐 饮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4.2%，回升16.2个百分点；餐饮

收入138.2亿元，增长14.4%。

与此同时，升级类商品销售

大幅增长，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

中，新能源汽车、可穿戴智能设备

零售额分别增长43.4%、31.2%。

伴随着经济良好开局，全省

财政收入增速回升，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064.6 亿元，增长

4.4%，其中，企业所得税增长

29.8%，个人所得税增长7.6%。

逐梦苍穹 聚“星”成链
——江苏惠山高新区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扫描

不负春光“加速跑”奋力拼搏“开新局”

长三角推出多项制度创新成果
跨域信用就医、推进协同执法等成效显著

山西一季度经济稳中开局
增速快于2022年全年

昌景黄高铁昌景黄高铁
全线铺轨全线铺轨贯通贯通

近日，在昌景黄高铁浮

梁东站，随着最后一根500

米长钢轨精准落入无砟轨道

承轨槽，昌景黄高铁全线铺

轨贯通。昌景黄高铁西起江

西省南昌市，途经江西省上

饶市、景德镇市，东至安徽省

黄山市，正线全长约290公

里。昌景黄高铁建成通车

后，将形成江西连通长三角

地区的又一条高铁大动脉。

图为俯瞰昌景黄高铁。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山西晋中国家农高区深入实施“22510”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