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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60岁的无锡居民李

先生因肺疾到上海胸科医院就

诊，一系列检查、配药后，门诊刷

医保卡共支付7648.75元，其中医

保基金直接结算3929.94元。对老

人而言，不必来回奔波报销、不用

垫资，这极大减轻了看病负担。

去年5月24日， 无锡和上海

实现首笔异地就医门诊直接刷

医保卡结算，10月初又扩容到浙

江省各个设区市。 一年来，无锡

参保人员在长三角异地就医门

诊直接结算总量累计超过3万人

次，医保基金支付433.91万元。

小小的医保卡，其实是牵动

百姓健康幸福的重大民生工程。

一年来，长三角创新跨区域服务

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

享，不断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化水

平。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

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承亮认

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中最为复杂、任务

量最大、 最亟待破解的领域，以

往，异地医保结算曾被认为困难

重重 ，原因众多 ，比如不同地区

的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规定差异

大；各地筹资标准不一，报销目录

不同，水平也不一样……

如何破解医保 “一卡通”难题？

唯有加快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

长三角在全国率先探索区域性异

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信息平台

由上海市牵头开发、搭建，和各城

市几千家医院的信息系统实现兼

容， 所有上传的数据有了共同标

准。今年4月底，这套系统已覆盖长

三角41个地级市和5800多家定点

医疗机构，累计结算逾102万人次，

涉及医疗总费用2.39亿元。

在异地就医越来越便捷的

同时，长三角的远程就诊服务也

迅速推进。

“远程会诊模式服务和医生

双下沉 ，患者免于奔波 ，省事省

力省钱，长三角医疗资源正在逐

步打破地域限制， 让群众共享一

体化发展的红利。 ”浙江省卫健委

应急办主任蒋曦表示，去年5月，三

省一市卫健委签署合作备忘录。一

年来 ，长三角多层次 、多渠道探

索跨地区合作模式，包括促进医

疗服务对接、开设分院等措施。

随着一体化深入推进， 释放

出的红利也正给长三角百姓带来更强的民生

获得感。 支付宝数据显示，在区块链等技术支

持下，“长三角人”生活越来越便捷：跨城买张

地铁票最快只要1秒；看病开具医疗票据最短

只要60秒。 规划一张图、交通一张网、办事一个

章、民生一卡通……共筑长三角居民“幸福圈”。

下一步， 长三角将进一步探索构建区域

基本公共服务平台， 促进居民异地享受基本

公共服务并便捷结算， 推动实现资源均衡分

布、合理配置。

从追梦人，到筑梦人，让我们携手奋进，

为长三角插上想象的翅膀， 向新时代改革开

放新高地飞翔。

一起期待长三角更灿烂的未来！

绿色共保、联合治理 擦亮最鲜明的“底色”
每到傍晚， 到家门口的南太湖边走走，已

经成为了李东民的习惯。曾在湖州太湖旅游度

假区旅游发展局工作了24年的他，亲眼目睹了

南太湖生态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

“湖州，因太湖而生。但过去，我们和太湖不

可能这么亲近。换句话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太湖

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李东民回忆说，当年“湖鲜

经济”无序发展，每天都有八方游客在此处吃湖

鲜，脏乱差成了这里的标签。

坐拥65公里的太湖岸线， 湖州人却无法

享受到“太湖之美”。湖州痛定思痛，将太湖周

边3600个餐位拆除， 一年就减少污水排放10

万吨； 清退周边一大批不符合规划要求和长

远发展的项目，累计回收项目用地2000余亩，

还岸于湖，还湖于民。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实现长三角地区高

质量发展，生态环境是衡量成效的标尺。

连接青浦、 吴江、 嘉善的太浦河， 过去

每到春夏之交， 必然出现大规模的水葫芦暴

发。 前几日， 记者在太浦河吴江段采访时，

发现水面上并没有出现成片的水葫芦。 不远

处， 几条打捞船正在作业， 随时捞起漂浮物。

从2018年起，青吴嘉尝试建立“联合河长

制”，联合巡河、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保

洁、联合治理，发现问题拍照交流互通有无 ，

第一时间联合解决。 “今年，三地还筹备建设

联合河长制信息化系统平台。 有了它，就可

以实时追踪信息 ， 统一治理目标和治理期

限， 真正实现交界河湖治理的信息共享和互

通。 ”吴江区河长制改革科副科长沈建伟说。

推动环境协同治理， 夯实绿色发展生态

本底， 长三角环境共护共治共管机制也不断

创新。在皖浙交界，全国首个跨省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 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

让新安江成为我国水质最好的流域之一，千

岛湖水质常年处于Ⅰ类。

随着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推进， 皖浙两省共建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

偿机制示范区的设想已浮出水面。 根据该设

想，在合作方式上，由单一的资金补偿向产业

共建、多元合作转型，实现绿色产业化、产业

绿色化；在补偿范围上，从原来的“水质互惠”

向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扩展；在产业延伸上，

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相适宜的研发设计、科

技服务、文化创意、体育健康、养老服务、全域

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另一方面， 生态补偿机制正在长三角陆

续铺开。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费志

良表示， 江苏与安徽已签订 《关于建立长江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合作协议》， 去

年， 滁河陈浅断面上游来水水质达到Ⅲ类水

标准， 江苏给上游的安徽补偿2000万元。 未

来， 还将探索在太湖流域、 淮河流域洪泽湖

建立类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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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征南 首席记者 张懿

浙江湖州城市景观。 吴建勋摄

让人民满意的长三角发展图景正徐徐铺开

潮起江海，万象更新。

在中国版图上 ， 有这样一片区域 ，用
3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创造了全国约1/4

的GDP。

每时每刻，这里都在创造举世瞩目的发
展奇迹： 只需1分钟，2米长的铁路新线在延
伸， 新设3家企业，5立方米污泥被清理，51

件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43万元交互投
资在G60科创走廊实现……

迎风奋楫，千帆竞发。 在一体化发展壮阔
大潮中，“长三角人”劈波斩浪，奋力扛起国家
使命，奏鸣出“手拉手”“心连心”的时代交响。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实施一年来，三省一市紧扣 “一体化 ”和
“高质量 ”两个关键 ，树立 “一体化 ”意识和
“一盘棋”思想，发挥比较优势 ，深化分工合
作，形成更加紧密的区域发展共同体。

一幅更高质量的发展图景向世人徐徐
铺开：人们亲眼见证的 ，是一个生态环境共
保联治能力显著提升的长三角，一个科创产
业融合发展的长三角，一个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不断推进的长三角，一个公共服务便利共
享水平明显提高的长三角。 毫无疑问，这也
是一个让人民满意的长三角。

寄望未来 ， 在今后的征程中 ，“长三角
人”绝不会退缩，他们的身上，迸发出如同创
业者般的“敢试”“敢闯”激情。

相互协同、连链成势 有效释放科技生产力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成果展厅内 ，

一台白色精密仪器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

置。 原因很简单，这台名为“多普勒测风激

光雷达”的产品，已成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

同的一个“标志性”产品。

这项技术源于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通

过与江苏产研院“联姻”，成立了南京先进

激光技术研究院。 随后，又依托技术孵化出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如今，产业化

后牧镭激光的估值已提升了百余倍。

“在风电领域，对新技术的渴求极为旺

盛，尤其是在测风激光雷达领域，相关产品

大多是进口自英、法等国。 ”牧镭激光创始

人周军博士毕业于上海光机所， 读书期间

他就知道， 其实光机所仅多普勒测风激光雷

达技术就积累了十余年， 在国际上并不输其

他国家。

可研究成果要转化为产品， 却并不是光

机所擅长的领域。 不忍心让顶尖科研成果“沉

睡”下去的周军，想到了长三角科创一体化这

个契机 。 产研院加盟研究所一次性买断技

术—二次开发—卖给孵化企业—产业化—增

值扩股，通过这条路径，国产多普勒测风激光

雷达逐渐成为国内采购商的首选。

在一个项目里，不同的主体各司其职；在

一个领域的突破中，分工协作则更加重要。

以最尖端的量子通信领域为例， 长三角

已形成创新链不同节点的错位协同。 上海组

建量子科学研究中心， 在新型量子材料与关

键量子器件等前沿方面开展研究； 江苏南京

大学在超导量子计算和模拟基础研究方面国

内领先； 浙江阿里巴巴达摩院完成第一个可

控量子比特的研发工作； 安徽全力支持中科

大在量子通信领域的领跑地位， 首次观测到

三维量子霍尔效应， 实现对引力诱导量子退

相干模型的卫星检验。

科技创新既要“钱变纸”，也要“纸变钱”。

如今， 长三角三省一市合力打造科技创新共

同体的步伐不断加快。 技术转移层面，根据区

域发展特色唤醒“沉睡”的科研成果 ；技术市

场层面，去年相互间合同输出共计 14128 项，

金额近 431.93 亿元。

创新机制、互联互通 时空距离正不断拉近
“还有2公里，我们就能接上吴江康力大

道了。”5月28日，上海青浦区东航路改建工程

工地上，项目经理姚侹为工友们鼓劲加油。作

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个跨界工程， 青浦

区东航路（沪青平公路———江苏省界）新改建

工程如今已完成形象进度的50%，并将于9月

底前完成施工，比计划提前了3个月，打通“断

头路”，看上去只是在图纸上简单画根直线，到

了现实中却遭遇了诸多困难。

以东航路改建工程为例，从青浦接到吴江，

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在元荡湖上架起一座180米

的桥。 建桥容易，可一到审批环节，连审批主体

都找不到， 而且各省市需要的审批材料也不一

样。 “类似的‘跨省界工程’在政策法规上往往是

空白。”全程跟踪元荡桥项目协调工作的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生态和规划建设组组员沈永飞

告诉记者，经过执委会牵头多次协调后，最终

确立了一套跨区域共同审批的制度方案。

按照这一方案， 由苏州水务部门委托上

海牵头审批， 按照最优标准将审批材料递进

一个窗口。 行政审批许可盖上海和苏州的两

个章，实现“共同审批”“共同监管”，并形成材

料统一“一口受理”的办事标准。

审批完成了，可“两张图”的难题又出现

了。在连接东航路和康力大道的过程中，江苏

和上海的路段在规划时除了双向四快二慢这

点保持一致外，很多建设细节都不统一：性质

需求不同，江苏段按市政道路建设，上海段按

公路建设，存在有无人行道区分；前者路肩石

准备用大理石，后者准备用混凝土，前者绿化

想种北美红枫、后者想种香樟……经过协调，

在标准不同时选取较高标准，只用“一张图”，

各方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

“在一体化制度创新中，我们通过一个个

项目的探索，把积累的创新经验固化下来，以

利于推广分享。”示范区生态和规划建设组组

长刘锋向记者透露， 今年年内，“打通省际断

头路实施机制”有望出台。

目前，在由上海牵头推进的打通断头路专

项行动中，第一批17条省际断头路项目，已有2

条通车，1条贯通，其余14条都已开工。

一条条“断头路”被打通，“轨道上的长三

角”也呼啸而来。通沪铁路、商合杭高铁、沪苏

湖铁路……2020年，长三角计划开通、开工的

铁路项目就达10多个， 全年整个区域铁路投

资计划在800亿元以上。

海陆空运输网不断织密的同时， 一张无

形的工业互联网也支撑着长三角互联互通。

在南京紫金山实验室，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CENI开启示范应

用。通过它，千里之外的机床操作在屏幕上清

晰显示，画面质量和流畅度远超传统互联网。

在长三角地区，5G技术在多种场景中的

拓展应用，是各地探索尝试的前沿。 依托“新

基建”，在长三角建设新型产业应用工业互联

网，推动工业企业协同创新、转型升级，将成

为促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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