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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浙皖携手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沪苏浙皖携手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长三角加快迈向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

近日，2022年度长三角地
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
行。会议全面总结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的
工作成效，深入分析长三角地
区肩负的新使命新任务，明确
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共同推
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若干重大事项。

时光回溯到 2018 年 11
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这块我国经济发展
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
力最强的区域，从此承载起非
同寻常的国家使命。

围绕着“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词，从产业共融到
交通互联，再到生态共治……
三年多来，长三角地区携手奋
进，对全国经济影响力、带动力
不断增强，对全国经济贡献率
持续提高。

创新链上的长三角深入推进

一组组数据正成为长三
角地区产业科创协同的生动

注脚。
在2021年国家科学技术

奖三大奖的评选中，长三角地
区共获奖137项，在全国占比
超50%，其中一等奖获奖6项，
在全国占比超4成；2021年，长
三角地区获得的发明专利数为
18.2 万件，较 2018 年增长了
63%，在全国占比达26%；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数量达104家，
在全国占到20%……

科技创新最终服务于产业
体系。以创新驱动发展，一批
世界级产业集群正在长三角地
区加速崛起。数据显示，目前，
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规模
在全国占比近60%，生物医药
和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在全国占
比约1/3，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
国38%。

未来，长三角地区还将深
入推进科创协同。座谈会指
出，要着眼增强国际竞争力，推
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
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上海张
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推动国家实验室开放协
同联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启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联合攻关计划，共同推动长
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新型

研发机构建设。
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主任刘庆看来，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进入3.0新时期，长三
角将由“世界工厂”走向“全球
产业高地”，除了需要打通“断
头路”、实行相同政策等一系列
必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要实
现创新链和产业链、创新要素
和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

“依托三省一市的科研资
源，我们正在打造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的创新枢纽。”刘庆说。

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
高标准布局建设 100 家专业
研究所，研发人员规模达到5
万名；集聚海内外战略合作机
构各100家；共建企业联合创
新中心1000家；布局10家创
新综合体等，打造一批长三角
区域科创共同体，服务支撑长
三角产业实现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

轨道上的长三角提速发力

7月13日，沪苏嘉城际铁
路开工仪式在浙江嘉善举行。
一线跨三地，该铁路建成投用
后，沪苏浙两省一市交界地区

将由交通薄弱地区
转变为交通枢纽节
点，进一步实现交通
出行的同城化。

轨道上的长三
角 正 在 跑 出 加 速
度 。 截 至 2021 年
底，长三角高铁营业
里程超 6500 公里，
沪苏湖铁路、沪苏通
铁路二期、宁淮铁
路、合新高铁等项目
加快建设，沪渝蓉沿
江高铁上海至南京
至合肥段、通苏嘉甬
铁路、宁宣铁路等项
目加快前期工作。

随着高铁网络
的加快建设，轨道上
的长三角呼啸而来，
长三角越“抱”越紧。

据同济大学发
布的《2021 长三角

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显示，
近三年来，上海市域与周边城
市跨城通勤的整体规模上升，
从2018年5.7万人、2019年7.2
万人，逐步增加至2021年7.66
万人，主要涉及苏州、嘉兴、无
锡、南通等地。

未来，“轨道上的长三角”
还将解锁更多新线路。

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
交通规划》，到2025年，“轨道
上的长三角”基本建成，届时，
长三角地区轨道交通总里程达
到2.2万公里以上，新增里程超
过8000公里，高速铁路通达地
级以上城市，铁路联通全部城
区常住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
轨道交通运输服务覆盖80%的
城区常住人口 5 万以上的城
镇，“轨道上的长三角”正加速
奔来。

蓝天下的长三角携手共建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推
进，更深层次的机制逐渐完善，
促使长三角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

数据显示，2021年长三角
PM2.5平均浓度为31微克/立

方 米 ，与 2018 年 相 比 下 降
26.2%；2021年水质优良断面
比例89.1%，较2018年上升了
9.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长
三角地区41个城市空气质量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9.1%，
594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
良水体比例达90.7%。

长三角绿色低碳发展迎来
新进展。继前期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发布碳中和方案，提出
到 2025 年，力争能耗强度较
2020年降低15%左右、碳排放
强度较2020年下降20%以上
之后，长三角碳中和产学研联
盟于近日揭牌。

该联盟旨在凝聚长三角高
校、科研院所、产业集团及国内
外科技界的智慧和力量，从能
源全生命周期，形成切实可行
的长三角碳达峰碳中和体制机
制、产业转型与创新技术发展
路线，为全国“双碳”目标的实
现提供长三角解决方案。

一张蓝图管全域、一个平
台管实施、一套标准管品质。
随着国家战略的升级实施，一
体化的长三角必将勇于担当，
善于作为，探索出更多共建共
治的生态路径，演绎出更加精
彩纷呈的绿色故事。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记者8月19日从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有
关部门近日出台措施，完善政
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
项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难交
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

部分房地产企业长期依赖
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
模式，在疫情冲击和市场下行

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销售回款
不畅、新增融资受阻，资金链出
现问题，导致部分已售商品住
宅项目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停工
或逾期交付，损害购房人合法
权益，影响社会稳定。

房地产企业作为保交楼的
责任主体，积极处置资产、多方
筹措资金，努力完成保交楼任
务。地方政府为了防范房地产
企业风险外溢，切实承担“保交
楼、稳民生”的属地责任，帮助

企业做好保交楼工作。目前，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各地保交
楼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仍然
存在资金压力。

据悉，此次专项借款精准
聚焦“保交楼、稳民生”，严格限
定用于已售、逾期、难交付的住
宅项目建设交付，实行封闭运
行、专款专用。通过专项借款
撬动、银行贷款跟进，支持已售
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
付，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稳定大局。
有关部门强调，“保交楼、

稳民生”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法治化、市
场化原则，压实企业自救主体
责任，落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
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
做好“保交楼、稳民生”工作的
同时，对逾期难交付背后存在
的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对项目原有预售资金
被挪用的，追究有关机构和人

员责任。
有关部门表示，将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妥实施
房地产长效机制，抓紧完善相
关制度和政策工具箱，探索新
的发展模式，持续整顿规范房
地产市场秩序，营造守法诚信、
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因城施
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

多部门出台措施推进“保交楼、稳民生”工作

暑运是货物运输繁忙的时期。长三角铁路持续开展货运大会战攻坚战，

全力落实保通保畅措施，打通运输堵点，加大运能供给，畅通多式联运渠道，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图为浙江省杭州货运中心杭州北铁路一级物流

基地。 中新社发 周 围摄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金融科技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合肥

金融广场一期建成后，吸引了多家企业与机构入驻。该项目是

安徽省合肥市重点建设的金融生态集聚区，打造金融全产业链

的长三角金融副中心，其功能组团包括金融产业、金融生态、科

技创新、配套商业等。图为合肥市金融广场的主入口建筑楼宇。

中新社发 袁 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