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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

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完善

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2020年8月20日，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明确要求：

“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在提升生态环境上下功夫，

示范区内的元荡堤防达标和岸线生

态修复工程已完成两期，17.4公里

的生态岸线贯通。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执委会供图）

“欢迎来到上海 ·青浦”“欢迎来到江

苏 ·吴江”两句标语相向交错地写在元荡

慢行桥的桥面上。站在“欢迎”两个字上，

一只脚已踏入上海市青浦区的地界，另一

只脚还踩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时至今日，已是

第四年。四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打破

藩篱、协同发力，紧扣“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词，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

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互联互通、制度创新、产业合作、公共

服务、生态环境联保共治……面对蓬勃发

展的新机遇，长三角在把握机遇的同时，

也更紧密地拥抱彼此。

“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而来

2018年6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同

签署《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

架协议》，第一批重点推进17个省际断头

路项目。当年10月，长三角首条省际断

头路——上海青浦盈淀路与江苏昆山新

乐路打通。

四年后的夏天，长三角地区首条跨两

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也启动建设。7

月，沪苏嘉城际铁路在上海青浦、江苏吴

江、浙江嘉善三地同步开工。在沪苏嘉城

际铁路上海段施工现场，来来往往的作业

人员和车辆宛如织布机上的飞梭，一寸寸

编织出一幅未来出行的壮丽图景——

2028年建成通车后，上海、苏州、嘉兴三

地间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届时区域内

的居民就可以拿着公交卡，乘坐城际列车

往返三地。

截至去年年底，国家铁路方面，长三

角高铁营业里程已达到6542公里，比

2018年增长54.7%。城际市域铁路项目

也在加快推进，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

城市间已基本实现城际客运高频次1至

1.5小时快速通达。“轨道上的长三角”正

加速而来。

不仅是铁路，长三角的世界级港口群

和机场群规模也在不断壮大。马鞍山、六

安等海铁联运线路相继开通，宁波舟山港

还与上海港交叉持股，与江苏省港口集团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数据显示，去年长三

角的集装箱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标箱，港

口货物吞吐量在全国占比达41.8%。

除了看得见的路网外，长三角看不见

的“新基建”网络也在无形中越织越密。

数据显示，三大运营商在长三角地区已累

计建成38.2万个5G基站，占全国比重达

到24.9%。

经济“新赛道”上携手奔跑

不久前，国产大飞机C919又传来好

消息——完成取证试飞，标志着其向商业

运营又迈进了一步。在这背后，长三角一

体化提供了重要助力——一个跨地域的

产业链联盟沿着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逐

渐发展壮大：上海特一新材料公司生产的

芳纶蜂窝被用于行李架、顶板等，为国产

大飞机成功“瘦身”；四旻机电的仿真测试

设备帮助C919完成系统验证和适航取

证；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为大

飞机提供机组和旅客的氧气系统……

近四年来，长三角以科技创新奋力前

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目前，长三角的集

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的近60%，生物医

药和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均占全国的约三

分之一，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的38%。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陆敏表示，2018年以

来，长三角协同创新指数提高了22.4%，

在创新合作、资源共享、成果共用等方面

取得长足发展。

去年启动建设的“长三角数字干线”，

“进度条”也在不断刷新之中。在长三角

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西岑科创中心，华为

研发中心顺利推进，8月初“森林小镇”组

团已结构封顶，今年年底将实现全部组团

结构封顶；青浦复旦国际融合创新中心在

西岑科创中心选定100亩规划建设面积，

这块未来全球顶尖人才的科创高地已初

显雏形。

水清岸绿，区域生活更便利

“8月16日至17日，长三角区域空气

质量整体以良为主；18日至20日，整体良

至轻度污染；21日至22日，区域持续高

温，中北部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首

要污染物为臭氧。”今年8月，长三角区域

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结果图正式上线。自

此，每周一，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居民都能

在一张图表里，快速获悉未来7天的空气

质量情况。

四地共发区域空气质量预报有赖于

前期实现的监测数据共享和协作。据市

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副主任王茜介绍，依

托成立于2014年的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中心，前期长三角区域400多个

站点空气质量常规监测数据、十几个大气

超级站和2000多家重点源在线监测数据

已实现共享。在此基础上，三省一市生态

环境部门得以共同研判区域内的空气质

量变化趋势。

继元荡桥成为“网红”打卡点之后，在

长三角示范区“核中核”水乡客厅，今年6

月，蓝环北环建设项目开工。全长30公

里的“蓝环”以“锦绣江南、十里画廊”为建

设目标，此次开工的青浦段和吴江段总长

约19公里，包括疏通水系、岸线生态改

造、生态水质净化、生境恢复等内容。

“按各项检查指标看，患者术后状态

良好。”在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

远程诊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的医生正

在开展跨区域会诊，虽然相距70公里，但

长三角示范区内的患者可以通过两块大

型显示屏，接受两地医院的会诊。

近年来，长三角越来越多公共服务实

现共享。截至目前，长三角示范区内85

家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部实现就医全领域

结算免备案，已有35项医学检验结果和9

类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实现检查报告互联

互通互认，让240余万示范区参保人员就

医更加便捷；今年6月起，在长三角示范

区创新试点区域内，职工可以提取住房公

积金，用来支付异地房屋租赁费用；身份

证、驾驶证、行驶证等30类高频电子证照

共享互认，138个政务服务事项在长三角

41座城市跨省市通办。

四年来，三省一市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沪苏浙皖协同发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把握机遇更紧密地拥抱彼此

仲夏傍晚，暑气渐消，夕阳余晖洒在

元荡湖的水面上，层层水波金光闪闪；飞

跨两地的元荡慢行桥，已是毗邻区域居民

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曾经污染严重的“三

不管”水体，如今变成了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生态绿色“打卡点”，

宛如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长三角示范

区这块“世界级料子”上。

在长三角这间区域协调发展“样板

间”，富有“含金量”的一体化制度创新，边

探索、边实践、边推广，形成一系列制度创

新成果；制度创新也为项目建设提供重要

保障，元荡湖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那元

荡湖是如何脱胎换骨的？背后发生了哪

些故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执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张忠伟和我们讲述——

元荡地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交界处，

湖体水面面积约13平方公里。出于水域

管理需要，2019年之前，元荡按省界线被毛

竹和网片分成了两片：东侧归上海管，西侧

归江苏管，分属不同行政区。行政区分开，

但水连在一起，“各管各”的直接结果就是

经济效益都向前争，环境治理都向后躲。

水里是周边渔民布下的围网，养鱼养蟹；

岸边则是堆放着建筑垃圾、废旧木材交易

市场，元荡水质常年停留在劣五类。

由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执行委员会牵头协调的元荡生态修复和功

能提升项目启动后，对元荡的治理从“各管

各”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管”转变。

防洪标高统一为5.5米，蓝绿空间比不低于

90%、生态岸线占比不低于80%，绿化品

种、规格相对统一，环湖慢行系统宽度不小

于6米，每2公里左右设一处驿站……在示

范区执委会牵头下，青浦、吴江两地共同绘

制蓝图、共同商定标准、共同建立机制、共

同推进计划。分属沪苏两地的元荡，在水

系连通、河道清障、清淤疏浚、岸坡整治、水

源涵养等系列治理中实现了一体化。

现在，插在省界处的毛竹和网片没

了，养蟹的围网撤了，用以提升水质的水

草随波摆动；岸边，建筑垃圾清了，淤泥少

了，一条环湖步道逐渐成形，周边绿树花

草赏心悦目。

示范区执委会把共商、共建的过程总

结成为制度化成果，探索出在不破行政隶

属的前提下，打破行政边界约束、指导跨

域水体治理的新路子。不仅是元荡这一个

案例，示范区已形成多项重大阶段性成

果：目前已形成88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38项已面向长三角更大范围乃至全国重

点区域复制推广；持续推进100多个重点

项目建设，沪苏嘉城际、水乡客厅等重

大工程开工建设；示范区开发者联

盟已集聚53家高能级主体。经

过持续建设，示范区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呈现出崭新

面貌，成为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落地的一个缩影

和前沿看台。

昔日省界边缘地带，变为区域发展改革前沿
■本报记者 张天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