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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奋进新时代
壮阔东方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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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

首席记者 范 洁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在今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主旨演

讲时宣布!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改革开放

)*

年!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

皖各扬所长! 共谱长三角区域发展

&协奏曲'%

! ! ! !从连接青浦和昆山的盈淀路通车，成为长三角首个贯通
的省界“断头路”，到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举办，吹
响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集结号”……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进入“快车道”，区域合作的新乐章开启，一系列项目紧锣密
鼓推进。

共识凝聚
去年 !"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带领代表团赴安徽、浙江、江

苏“走亲戚”，共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工作，形成诸多共识。
今年 #月，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发布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年）》，覆
盖 !"个合作专题，聚焦交通互联互通、能源互济互保、产业协
同创新、信息网络高速泛在、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服务普
惠便利、市场开放有序等 '个重点领域，形成了一批项目化、
可实施的工作任务。
“为贯彻落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成果，长三角办

先后印发三年行动计划、近期工作要点等文件，细化明确责任
分工，逐项推进落实。”市发改委介绍，上海积极发挥协调服务
作用，与苏浙皖三省共同努力，切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
发展。

共襄盛举
!!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长三角身

影活跃在“四叶草”内外。为确保八方宾客进得来、出得去、行
得畅、住得下、吃得好，长三角城市携手并肩，探索建立健全联
动机制。
“买买买”更是“近水楼台”，上海交易团由 !(%万家单位、

!)万人组成，占全国 *'个地方交易团总人数的 *$+；江苏交
易团共有 "万家单位、)万名观众，#天内与 ')个国家和地区
的参展商达成成交意向；浙江交易团企业超过 !,-万家、人数
超过 .万人，一场集中签约累计意向成交达 !*,-亿美元；安
徽交易团组织 *.)#家单位、!万余人参会，安徽省进口需求
发布会上 )#个项目签约。

进博会上，/#$科创走廊九城市还共同发布协同扩大开
放、促进开放型经济一体化发展的 *$条措施，聚焦外资准入、
对外贸易、金融服务、产业体系、科技创新、营商环境等领域实
施一系列举措。

共享未来
!!月 "%日，首届长三角科技交易博览会在嘉定举行，上

海嘉定联合温州、太仓、昆山共同启用四地共享共用的科技创
新资源暨“双创券”平台，成立长三角创新服务贸易共同体；!!
月 "-日，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举办，三省一市
**$家优秀文化单位及企业集中参展，盘活长三角丰厚文化
“家底”，助力区域一体化。

交通能源、科创产业、信用信息、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商
务金融……长三角迎来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多个
区域合作项目重磅来袭。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对
上海既是压力亦是鼓舞。“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将立足国家战
略需要，面向未来、面向全球，谋划长三角发展的战略定位和
路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表示，上海要进一步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苏浙皖要各扬所长，加强功能错位，一起打好全球
竞争与合作的“团体赛”。 首席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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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朋友圈"

“太湖的水能放心喝吗？”“蓝藻治理的
情况如何？”不久前，长三角三省一市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就“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展
开联合视察调研活动，赴无锡、苏州和嘉兴、
湖州实地视察，这也是长三角区域全国人
大代表首次联合调查。

从地图上看，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
核心地带，如果说长三角是一个“三角”，
那么太湖就是它的内切圆。然而，很长一
段时间，太湖被称作长三角“头顶”的一盆
水，水网纵横，地势较低，水灾频繁。

!-%.年，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在上
海成立，进一步加强太湖治理。起初，推进
工作并不顺利，从当时相关会议纪要足见
一斑：“望虞河、太浦河两条主要排洪通道，
先开哪一条有待进一步商定”“平望北闸是
否修建，尚有不同意见”……

!--!年，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国
务院决定全面实施 !-%'年获批的《太湖
流域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望虞河、太
浦河、环湖大堤等 !!项治太骨干工程相
继开工，至 "$$$年基本建成。
“!---年太湖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

已建工程发挥重要作用，直接减灾效益达
近百亿元。”"$$!年，))岁的房玲娣任太湖
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此前在江苏省水
利厅工作，在她看来，进入新世纪后，太湖从
单纯治水，转变到对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
染和水生态损害的关注。

"$$"年，“引江济太”工程启动，即将
长江水引入太湖及流域河网，加快水体流
动，增强水体自净，有效改善太湖水质。
"$$%年，国务院批复实施《太湖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太湖流域迎来水环
境综合治理，确定新一轮 "!项重大水利工
程。"$!#年，太浦河金泽水源地投入使用，
担负上海西南五区约 '$$万人口供水。“沪
苏浙‘共享一湖水’，协同共治的格局逐渐
形成。”

太湖治理，是长三角环境整治联防联
控的一个缩影。"$!.年，长三角区域污染
防治协作机制启动，从大气到水环境的源
头治理，“绿色朋友圈”不断扩容。

民生服务!全方位"

"$$*年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上，
各方形成共识：以 "$!$年上海世博会为契
机，加快长三角在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设
施等联动发展推进一体化进程。也是在这
场会议上，首次提出“长三角人”的理念。
上海与无锡公交卡在全国范围率先实

现“互刷”，如今上海公交卡能在苏浙 "$个
县市使用；上海轨交 !!号线延伸至江苏昆
山的花桥站，成为国内第一条跨省地铁。
同济大学一份关于长三角地区跨城通勤的
研究报告显示，从手机大数据分析测算，花
桥“流入上海中心城区”的通勤人数为每日
'$$$余人，超过奉贤、青浦等多个郊区新城。

高铁时代，也造就了长三角地区深度
的“同城效应”。这里，拥有全国最密集的
高速公路网、铁路网，在虹桥商务区，依托
虹桥交通枢纽，*$分钟即到达江苏昆山、
苏州，浙江嘉善、嘉兴等城市，这种“异域
同城”的景象在大虹桥演绎出“通勤新概
念”：仅嘉善一地每天有近 !,)万人通勤，
有企业职员每天往返虹桥商务区和江苏
无锡。

除了交通一体化，医疗、档案等领域
的一体化也在提速。"$!#年，长三角城市
医院协同发展战略联盟成立，由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浙江省人
民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发起，成员医院
已达 !!"家，医疗机构异地分级诊疗平台
也由此启动建设。"$!'年，长三角联动开
展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百日攻坚战”活动，
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四省市民政部门启动全面战略合作：
以推动异地结算为目标，研究建立养老服
务补贴异地结算机制；共建“敬老卡联
盟”，方便老年人共享优待和服务资源；深
化“养老顾问”，构建区域养老信息咨询、
信息发布及行业服务管理平台，推进区域
内老年人异地养老“前台畅通无阻、后台
加速对接联通”。

民生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社
保待遇资格网络认证……一体化为市民
提供更便利、更高效、更安全、更智慧的民
生服务。

人文相亲!再联姻"

“山塘河上山塘桥，山塘桥边两山
塘。”一座拥有近 "$$年历史的山塘桥，由
!"块长条石拼接而成，桥长仅 "*,'米，却
成了沪浙两地的分界。北岸，山塘村地处
上海金山廊下镇，一河相望，南岸山塘村
属于浙江平湖广陈镇，有趣的是，两地户
籍人口、土地面积均相差无几，当地村民
习惯称两村为“北山塘”和“南山塘”。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联姻故事今天
仍在继续。“我和妻子就是一个南山塘，一
个北山塘，一座桥的距离，过年上半场在
娘家，下半场在婆家。”“%$后”陈冬林是土
生土长的廊下山塘人，"$$*年回到家乡工
作，村上红娘介绍对象，一见面竟是小学
同班同学，“当时，班里有不少浙江同学，
每天过桥到上海念书。”

陈冬林在山塘村当了 !)年“村官”，
见证了两地不断融合。"$$*年，金山现代
农业园区启动建设，打造长三角现代农业
发展样本；"$$%年，长三角莲湘邀请赛在
廊下举行，来自沪苏浙的十支莲湘队各展
绝活；"$!$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南北山塘
联合设立安保岗亭，守护一方平安；"$!*
年，廊下山塘村百姓大舞台翻修，“沪浙团
圆”成为每年中秋、元宵保留节目……

去年，南北山塘村成立了一个跨省市
的沪浙山塘联合党支部，两地党员“跨界”
上班，交叉任职，合力推动融合发展。今
年，乡村振兴实验室“明月山塘”挂牌成
立，共同规划优势互补，而今站在界桥之
上环顾，白墙黛瓦，一派江南景致。

省界故事多，沪上省市毗邻地区启
动全面合作，携手打造长三角发展“桥
头堡”。

在金山，长三角路演中心、张江长三
角科技城悄然落子，蓄势待发，南北山塘、
田园五镇等重点地区联动发展；在青浦，
围绕“环淀山湖”概念，发挥“江南文化”特
色，携手长三角知名水乡共创首个跨省界
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在嘉定，依托世界
级汽车产业中心建设，打造长三角创新资
源集散地和创新成果转化地的平台。

长三角的故事，正在继续。

经济协作!当前锋"

今年 !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抽调 !)名
精兵强将，组建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
上海实行联合集中办公。目前共有 !'名工作
人员，他们自称“新时代的长三角人”，比起传
统的政府办公室，更像一家“准备 012、热火
朝天的创业公司”。
长三角这场区域合作的创业，从改革开

放之初就拉开序幕。上世纪 %$年代初，中央
提出“横向联合”与“区域经济协作”，以上海
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初显。!-%"年，
我国第一个跨省市的综合性经济区———上海
经济区组建，将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经济整
体加以规划。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张兆安

对这场变革记忆犹新，!-%*年开始从事经济
研究，他尤其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当时，区域
合作更多是自发力量在推动，如上海的‘星期
日工程师’和一些退休技术工人，推动了长三
角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上海国营、集体企业
和江浙乡镇企业之间，形成‘联营办厂’‘品牌
共享’等，也盘活了城市闲置资源，救活了一
些亏损企业，增加了就业渠道。”

!--$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从中国改
革开放的“后卫”跃为“前锋”，长三角也进入
区域合作的全新阶段。!--"年长三角 !)个
城市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 年升级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支
持和鼓励人才、物品、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
流动。
“市场与行政的双重力量、‘无形的手’与

‘有形的手’共同推动长三角发展。”张兆安坦
言，进入新世纪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稳
定性和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领跑全国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

合作机制不断“升格”。"$$.年，沪苏浙三
省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制度启动，长三角区域合
作纳入决策层视野；"$$%年，国务院印发《关
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年，安徽作为
正式成员出席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
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年，国务
院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人才流动!借智慧"

今年 !$月，上海改革开放 .$年标志性
首创案例发布，“‘星期日工程师’打破科技人
员跨体制兼职藩篱”被选为开篇，唤起了许多
人的时代记忆，也被视为长三角协同发展的
最初实践。
改革开放伊始，长三角地区闻鸡起舞，乡

镇企业在农村异军突起，农民扔掉锄头兴办
企业，技术上却“一穷二白”，怎么办？去上海
“借脑袋”“借智慧”！

每到星期六下午，在上海的火车站、长途
汽车站和轮船码头，总能看见一群人，穿着卡
其布中山装，上衣口袋插支钢笔，拎一只人造
革包赶往长三角各县市；到了星期日傍晚，又
能见到他们匆匆返回的身影，第二天一早出
现在国企、大专院校和研究所。
白海临当时不到 *$岁，在上海星际无线

电厂工作，遇到浙江湖州的一家乡镇企业生
产电视机，但苦于信号接收的技术瓶颈，“先
来厂里取经，又请工程师到当地指导。星期
六下班后，我和一位同事就在十六铺码头乘
船去湖州，上课教室设在大祠堂，屋里挤不
下，就把大喇叭线拉到院子里，人人都在记
笔记。”

!-%%年 !月，国务院发文“允许科技人
员业余兼职”，"月 !"日，《新民晚报》头版发
布消息，上海将组建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一
石激起千层浪。这时，白海临已到市科技咨询
服务中心工作，见证并参与了星工联的筹建。
“有工程师天不亮就赶来报名。短短几天，报
名人数就超过了 *$$$名，还有 .$多家苏浙
沪乡镇企业前来寻求技术帮助。”

不少苏浙企业至今感叹，“第一桶金”离
不开上海的“科技财神”。据说，当时上海周边
县市的厂长们都有一张通讯录，记录着上海
工程师的家庭地址与联系电话。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人才、资金、技术的跨

区域流动愈发频繁，也从单向输出转变为多向
互动。"$$*年，苏浙沪共同签署《长江三角洲
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打破“楚河汉界”
培育紧缺人才、共享高层次人才。十多年来，
“候鸟式人才”助力长三角科创、经济发展。今
年，沪苏浙皖共同签署了《三省一市人才服务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力打造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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