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2024 年 6 月 10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郭佳卉 要  闻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
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
创 新 能 力 最 强的区域之一。
2018 年 11 月，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六年
来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不 断
取得新成效，鼓舞人心、催人
奋进。

多组数据勾勒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亮眼成绩单：2023
年，三省一市 GDP 规模首次突
破 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占全国比重 24.4%，较上年提
升 0.3 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

“万亿元之城”达到 9 个。今年
一季度，三省一市 GDP 达 7.4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约 25%，
主要指标在全国继续保持领
先，实现了良好开局。

近 日 ，2024 年 度 长 三 角
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第六届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
等一系列重要活动在浙江省
温州市举行。围绕“谱写长三
角一体化新篇章 勇当中国式
现代化先行者”主题，三省一
市主要领导、有关专家学者齐
聚瓯江之畔，共绘高质量发展

“同心圆”。

要素聚合
奏响创新“协奏曲”

作为落实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包括上海、
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
宣城、芜湖、合肥等 9 个城市。
这块“试验田”对标世界前沿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在协同
创新中蹚出一条高质量发展
新路。

“九城市聚焦跨地区、跨
部 门 协 同 创 新 重 点 难 点 问
题，改革辟路、创新求实、唯
实唯干、拼搏奋进，深入开展
协同联动、共商共建，以科技
创新和制度创新‘双引擎’，驱
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
量发展。”推进 G60 科创走廊
建设专责小组副组长、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执行
主席、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程
向民说。

近年来，G60 科创走廊创
新主体加速集聚，关键领域重
大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不 断 涌 现 。
以策源地上海市松江区为例，
该区规上工业企业数、产值规
模、进出口额、“专精特新”和
高新技术企业数均位列上海
全 市 前 列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达
6.79%；克隆猴、嵌合体猴、大
硅片、光刻胶、新型航空发动
机等科创成果入选上海科技

创新成果展。
一组数据进一步佐证了

G60 科创走廊协同创新成效。
不久前，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
所发布的《2023 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协同创新指数》
显示，2023 年 G60 科创走廊
协同创新指数预计达到 165
分，相较于 2018 年，5 年来指
数年均增幅近 11%。

G60 科创走廊是长三角
一体化背景下，科创要素广泛
集聚，区域高质量协同创新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三省一市
通力合作，一体化程度越来越
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
域协同不断加强，持续推动新
质生产力在长三角地区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今年 1 月底，上海市科学
学研究所联合江苏省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浙江省科技信
息研究院、安徽省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共同发布的《2023 长
三 角 区 域 协 同 创 新 指 数》显
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总指
数提高到 262.48 分，2018 年
以来年均增长 11.17%。

随着今年长三角地区主
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高层论坛的圆满落幕，长
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将迈上新
台阶。

会议指出，要聚焦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加强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着
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营
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
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深入推进数字长三
角建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上率先探路、勇挑大梁。

论坛现场，长三角三省一

市 12 家龙头企业共同发起成
立首批 12 个长三角创新联合
体，包括长三角汽车轻量化技
术创新联合体、长三角金融市
场人工智能与安全创新联合
体、长三角生物制药创新联合
体等。联合体将以重大科技
攻关任务为牵引，跨区域整合
高端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

共保联治
绘就绿色“同心圆”

位于沪苏浙交界处的元
荡湖，宛如一块翡翠，镶嵌在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的核心。元荡湖体水
面积 13 平方公里，3/4 属江苏
吴江，1/4 属上海青浦。

站在元荡湖畔极目远眺，
只见碧波荡漾，水天一色，风
光 旖 旎 ，令 人 心 旷 神 怡 。 然
而，就在几年前，元荡湖还是另
一副模样。过去，由于上海青
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生
态环境管控要求不一致、产业
准入要求不统一，部分省界区
域环境管控单元划分不合理，
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难，导致
元荡湖网障纵贯南北，沿岸交
通阻隔、杂草丛生，水质曾常年
维持在劣Ⅴ类水平。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
2019 年 11 月，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成
立，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建立

“联合河长制”，确立统一标
准，在水质联合监测、联合执
法会商、河湖联合保洁等方面
建立起常态化机制。

在此背景下，青浦、吴江
于 2020 年共同对元荡生态岸
线贯通和湖滨生态修复方案
进行整体策划，初步形成“一
环、六湾、多点”（即打造一条
高品质沿湖贯通环线，形成六
大主题湖湾区，串联多个景观
节点）的总体空间布局。

2020 年 ，青 浦 区 以 长 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成立一周年现场会为契机，
携手吴江启动实施了元荡湖
生 态 岸 线 整 治 ，积 极 统 一 理
念、标准，创新审批、推进机
制，青浦段一期、二期、三期均
实现当年立项当年完工。

元荡湖所经历的变化，是
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的
生动缩影。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长
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成效
明显，41 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达 83.7%，594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
比例为 93.4%。能源互联互通
持续深化，白鹤滩—江苏、白
鹤滩—浙江特高压输电工程、
沪苏浙联络线上海段、江苏滨
海 LNG 接收站配套苏皖管线
等相继建成投运。

迈 上 新 台 阶 ，更 需 新 作
为。会议指出，要聚焦共建绿
色美丽长三角，加强生态环境
共保联治。坚决扛起“美丽中
国先行区”使命任务，合力保
护重要生态空间和生态系统，
加强节能减排降碳区域政策
协同，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中示范先行。

记者注意到，长三角生态
环境共保联治活动近日在安
徽省宣城市举行。宣城市、南

京市、无锡市、常州市、杭州
市、湖州市长三角六市共同发
布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宣言，进
一步提高政策协同，建立长效
机制，不断为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注入“绿色能量”。

共建共享
打造民生“幸福圈”

安徽省马鞍山市的胡先
生退休后常居上海。因为患
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前他要
从居住的浦东转 3 趟地铁，到
位于浦西的马鞍山医保服务
站报销“慢特病”门诊的费用。

“门诊慢特病”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开通后，胡
先生只要带着马鞍山的社保
卡，到就近的上海定点医院，
就可以完成挂号、就诊、拿药
等，还可以直接刷卡结算。

2018 年 9 月，长三角地区
开始试点异地就医门诊费用
直接结算。目前，这项便民举
措已覆盖 41 个城市超 2 万家
医疗机构，居民凭“社保卡”便
能在长三角享受便捷优质的
就医服务。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各省
市紧密携手、协同发力，积极
探索公共服务享受同城待遇，
一个个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将长
三角民生幸福圈越画越大。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推动
173 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
办，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实现
52 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
推动长三角智慧文旅一体化
服务平台建设，联合推出 20
条“ 长 三 角 革 命 文 物 主 题 游
径”线路，举办了一批高质量
文旅宣传推介活动。

打造民生“幸福圈”，长三
角还将有哪些新动作？论坛
发布了 2024 年度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这是
长三角三省一市首次联合发
布实事项目清单，列有十项实
事项目，内容涵盖省际交通出
行、医保跨省结算提质扩面、
养老服务一体化、长三角文旅
品牌共建等。

清单要求，在医疗养老方
面，医保跨省结算提质扩面，
统一将 12 项治疗性辅助生殖
技术项目纳入长三角地区医
保支付范围，门诊慢特病跨省
直接结算病种扩增至 8 个以
上，争取社区（乡镇）卫生服务
中心以上的医院全部实现跨
省异地直接结算。推进长三
角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服务标
准、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结果共享互认，发展旅居养
老地 300 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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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河三湖”中的核心湖泊——元荡湖，碧波荡

漾、林木葱茏。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