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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周三，上海青浦、苏州吴江、浙
江嘉善跨省公交专线开行，从苏州吴
江直达上海轨交 !"号线东方绿舟站，
换乘轨交即可前往上海市区；去年 !#

月，连接上海青浦和江苏昆山淀山湖
镇的盈淀路正式通车，这是三省一市
首批 !"个打通省际断头路项目中首
条通车的项目。
“同城化，是苏州全面接轨上海新

一轮发展规划、主动融入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最大优势。”苏州市市长
李亚平代表介绍，去年苏州先后与上
海虹桥商务区、嘉定区、松江区、青浦
区等签署了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在
政务服务、交通执法等方面开展一体
化探索，在铁路、公路、轨道交通、港口
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快对接。
“交通一体化是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全国政协
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泽熙认为，
要从国家层面牵头推进长三角地区港
口一体化发展、机场枢纽统筹布局与
协同发展、内外重大通道和综合通道

专题研究等。“对长三角撤销省界收费
站给予政策支持的同时，逐步推动长
三角全域公路、铁路、水路智慧网络，
打造智慧基础设施‘一张网’。”
去年，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长

三角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建设、民
生档案异地查档服务等一系列民生举
措，也得到“长三角人”的点赞。今年，
台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
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推动长三角养
老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若干建议》，建议
鼓励发展普惠养老产业，探索建立长
三角养老产业协调发展机制，搭建长
三角区域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和养老服
务信息共享平台。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为

东部沿海大中城市解决养老难、难养
老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建议养老创
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先行先试。”
刘艳说，针对目前普惠养老产业的空
白，可以用长三角地域的新宽度，解决
养老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

长三角迎来最好历史发展机遇
长三角一体化成两会!高频热词"#三省一市代表委员积极建言建策

在去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宣布，支持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编制实施发展规划
纲要”。

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
表示：“要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战略优势。”同一天，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
浙江代表团审议时说：“要全面落实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在为国家发展作贡献
中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
“高频热词”，三省一市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感叹“长三角迎来一个最好的历史发展机
遇”。

! ! !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是一项浩大、复杂的系统工
程，今年热度最高的话题，无疑是
将在沪苏浙三省市交界区域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京津冀有雄安新区，粤港

澳大湾区有深圳前海，长三角将
建设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真可谓
是：内外结合，遥相呼应，亮点纷
呈。”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
兆安代表建言，希望国家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试点一批
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使之真正
成为全国深化改革的“试验田”、
跨区域制度创新和政策突破的
“样板间”。

张兆安建议，把党的十八

大、十九大明确的改革任务，在示
范区集中落地、率先突破、系统集
成，特别要在涉及规划管理、土地
管理、投资管理、要素流动、财税
分享、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进行
实质性的先行先试。
长三角承担着许多国家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点任
务，形成了不少制度创新成果。张
兆安建议，国家支持长三角改革
试点成果应优先在长三角区域内
复制推广。“这个优先，不是因为
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是有些制度
创新经验，难以一下子推到全国，
可考虑在长三角区域内复制推
广、深化升级，从而在更大范围内
充分释放制度创新的红利。”

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
邵志清代表聚焦营商环境，提出
各地对法规规章，对影响一体化发
展、具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执法依
据、程序、规范等加以梳理，统一内
容，趋同操作；加强政策协调，形成
统一的财政、统计、产业、金融政策
体系；对标世界银行标准，结合长
三角区域实际，研究制定、分工承
担相关的指标分项，形成统一的长
三角区域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先行
先试，为全国推广创造经验。”
“从‘一网通办’‘最多跑一

次’到‘不见面审批’，长三角各地
政务服务各有特色，亮点纷呈，但
服务整体性有待提升。”邵志清认
为，应加快构建统一的制度环境、
市场环境和服务环境，充分吸纳
现在各省市好的做法，并进行系
统集成。

! ! ! !长三角是我国目前最具活
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覆盖沪苏浙皖九城
市的 $%#科创走廊，成为长三角
跨区域产业合作的典型样本。
“$%#科创走廊不仅是交通

要道，更是人才、技术、资本、信息
等创新要素自由流通、重组和优
化配置的大通道。”今年两会，浙
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
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代表提交了
《关于国家给予 $%#科创走廊建
设更多支持的建议》，希望将其纳
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框
架中，从国家层面予以协调和支
持，使之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第一品牌”。
刘锐最关心的是创新资源的

协同。她认为，首先是强化规划

引领，编制谋划建设跨区域的科
技城、高新区等重大创新平台。
“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为引领，以张江和合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龙
头，充分发挥张江、杭州、苏南、合
芜蚌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将改革成果拓展到
三省一市。”

刘锐的观点，与安徽省合肥
市市长凌云代表不谋而合。在凌
云看来，$%#科创走廊在区域协
同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对标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要求、国内外市场主体需
求尚有一定差距。“区域协调发
展机制、区域规划对接还有待统
筹，区域科创驱动的产业集群一
体化发展态势尚待进一步凸显，

要素对接的多元化、有效性还待
探索。”

凌云提出，要进一步推动
$%#科创走廊产业链、创新链、价
值链布局一体化，突出其在聚焦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
动”，扩大九城市规划调整的自主
权，将 $%#科创走廊的交通、科
技、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列入国
家有关专项规划，积极发挥规划
的刚性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上海
张江和安徽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的创新成果的优势，规
划建设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加强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进一
步提升科技支撑力。

苏州是 $%# 科创走廊中唯
一的江苏城市，江苏省苏州市市
长李亚平代表直言，要承接上海
“五大中心”建设尤其是科创中心
建设的溢出效应，加大与上海科
技人才、高校院所的交流合作，建
设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

! ! ! !“太湖的水能放心喝吗？”“蓝藻治
理的情况如何？”去年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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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考察的线路我基本都看过，

每条河流污染状况都比较清楚，太湖治
理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不是哪一个方
面、哪一个部门能做到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河海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超代表
坦言，通过多年治理，太湖流域水环境
总体得以改善，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王超强调，长三角一体化也是“生
态一体化”，无论是太湖治理，还是长江
大保护，加强区域深层次协调合作是突
破点。“问题在水里，根子却在岸上，希
望从更高层面优化长三角区域产业，宏
观布局而不是平行竞争。改变生活方
式，改变产业结构，才是治标又治本。”
“正是这次视察，我们看到水源保

护的严峻性与复杂性，也看到大家对
长三角水源保护的积极与期待。”民盟
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复旦大学教授

丁光宏代表也参与调研。他感叹，目前
环境、劳动力、土地、资金流动都可能
成为制约长三角三省一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因素，需要打破行政区域的制
约，挖掘更大的潜能，而这效率最高、
成本最低的破题方式，就是实现区域
一体化。“就如同把原来的物理混合变
成化学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
长三角是打赢蓝天、碧水保卫战

的主战场之一。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
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建立以来，以清单
形式明确各相关省市的重点任务，区
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上海市生态环
境局局长寿子琪代表介绍，推进长三
角区域环境“共商共享共治”，重点是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督执法。
寿子琪表示，要继续加强区域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提升联合预测预警
的机制，加强跨省市流动源的监管，分
享固定源治理的经验。同时，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契机，加强长三
角区域绿色发展规划研究，从准入标
准、考核方式等方面为绿色发展做出
示范，“希望大家都能生活在一个有蓝
天碧水的环境里。”

一体化示范区
!试验田"和!样板间"

生态联防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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