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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 资 讯 速 览

近几年，协调会都放在地理位置不在长三角中心的城市召开。主办协调会对于这
些城市而言便是机会，在长三角各兄弟城市面前展示最新发展成果，打破刻板印象

11月 30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
会（以下简称“长三角协调会”）第二十
二次全体会议在浙江丽水召开，苏浙皖
的41个地级市和上海16个区都派出相
关领域干部参会，这是又一次长三角

“大家庭”的“团圆会”。
今年恰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

出并实施五周年，而长三角协调会已召
开22次。从时间跨度和历史渊源上看，
协调会是“老大哥”，也是“奠基人”。不
过这几年，“老大哥”的声势渐渐弱了，
有参会者坦言，一些城市代表连凳子都
没坐热就已先行离开。这是怎么回事？

长三角协调会最早能追溯到上世
纪90年代。1992年，15个长三角城市协
作部门主任自发倡议设立联席会议制
度。1997年，长三角协调会正式成立。
前4次会议两年一开，2004年起一年一
开。协调会有着自己的传统。开会时，各
城市排序不按行政级别，而按首字笔画
排序。2002年以后加入的城市，则按加
入先后排序，话语权平等。有意思的是，
会议举办地也是按照加入先后顺序确
定的。

有一段时间，要想加入长三角协调
会，还是件难事。要考察的指标很多，比
如在区域范围内的区位、城市推动一体
化能够起到的作用，以及加入协调会的
主动性等。台州入会的故事让人津津乐
道——20年前，台州就开始积极谋求
加入协调会，当时台州市政府工作人员
一一敲开专家的房门，只为推介自己的
城市，为此还进行了一场答辩。2003
年，台州被正式接纳为协调会成员，这
是协调会首次扩容，成员城市由 15个
增至 16个。不过台州能入会的根本原
因仍在于城市实力，台州与宁波等协会
成员在产业方面合作很多，最典型的是
台州的吉利汽车，公司总部位于杭州，
工厂建在宁波。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逐步推进，人们
渐渐意识到，要将一体化成果释放出
来，转化为区域整体发展优势，各个城
市都要发挥作用，各个城市也都应该有
一席之地，分别贡献“长板”，实现“抱
团”价值。长三角一体化是全域一体化，
一个都不能落下。于是，在安徽芜湖召
开的第十九次长三角协调会上，吸纳黄

山、蚌埠、六安、淮北、宿州、亳州、阜阳
等7个城市加入城市经济协调会，实现
对长三角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全覆盖。

长三角协调会在区域一体化进程
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能是
长三角各城市主政官员见面交流的唯
一体制化机制化途径。而现在，这场会
议只是各地“碰头”方式之一，类似的机
会，甚至更好的机会还有很多。另外，从
2018年起，长三角合作机制的常设机
构“长三办”成立，来自沪苏浙皖的 20
多位干部在上海集中办公；从省到各个
地级市，各地发改委也纷纷下设处室，
专人专职对接融入长三角，推进一体
化。从这个角度讲，协调会的稀缺性和
重要性的确下降了。

那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放在
今天，还有继续的价值吗？

2019年的安徽芜湖、2020年的江
苏连云港、2021年的江苏徐州、2023年
的浙江丽水……近几年，协调会都放在
地理位置不在长三角中心的城市召开。
主办协调会对于这些城市而言便是机
会，在长三角各兄弟城市面前展示最新

发展成果，打破刻板印象。“这次会议主
办地连云港，位于长三角的东北角，这
次大家来，也是比较辛苦的。”2020年，
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樊金龙在会
上说，不过到那年底，连徐高铁、连淮扬
镇铁路、盐通高铁全部通车，连云港与
长三角核心区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压缩。

热闹了许多年之后，随着长三角一
体化进入深水区，骨头就变得难啃了，
各项合作机制总要多见面商量几次才
能踏实落地，协调会仍是难得的机会。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基础设施组组
长罗伟光参加了今年的协调会，“交通
互联、政务互通，这些年长三角共同推
进了很多‘看得见’的一体化成果，更多

‘看不见的’体制机制协同将成为关
键”。比如，三省一市危化品能在高速公
路通行的时间段不同，这使得物流运输
途中的时间成本增加不少，若能按照一
定标准，统一规则和尺度，将有利于区
域形成统一大市场。

在今年的协调会上，大家便聊了罗
伟光最为挂心的“营商环境”。虽然会议
名称叫“城市经济”协调会，但对话重点
早已不单是经济范畴，除了“营商环
境”，“绿色”和“科创”都是关键词。不仅
分享好做法，参会者还不约而同开始聚
焦跨区域的体制机制协同创新。

协调会见证了过去30年一体化的
进程，如今，长三角正进入系统化体系
化的关键时刻，见面、交流、沟通成为日
常，搭建的平台逐渐多样化，长三角也
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来源：《解放日报》

曾经唯一的“团圆会”，而今只是一年好几次碰头的机会之一

长三角协调会的新价值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王辰阳）骑
上自行车跨省买菜，坐上毗邻公交
跨省通勤……长三角交通一体化打
通省界“断头路”项目让这些场景成
为现实。近日，新胜路跨吴淞江大
桥、外青松公路跨吴淞江大桥通车，
至此，沪苏浙之间已有9个省界“断
头路”项目建成通车。

长三角省界毗邻区“断点”打
通，人流、物流互联互通更进一步。
新近开通的新胜路跨吴淞江大桥，
南接上海青浦，北接江苏昆山，设计
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采用双向四
快两慢车道规模。

记者在大桥边遇到了骑着自行
车刚刚买菜路过的黄女士。她说：

“我住在江苏的昆山花桥，刚在上海
青浦白鹤镇买了蔬菜准备回家。新
路开通后，我到上海买菜比从家里
到花桥的集市更方便。”私家车主王
先生说：“一直盼着这条路通车，以
前开车绕行要20分钟，现在跨省一
脚油门就到了。”

上海市青浦区交通委员会市政
建设科科长徐剑鸿介绍，相关项目

采取了联合审批、一方代建等方式
推进工程进展。在打通省界“断头
路”的过程中，形成了联席会、协调
会等共商共建的体制机制，探索了
跨省界项目建设的方法路径。

2018年，沪苏浙皖交通运输部
门联合签订《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
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5年多来，
沪苏浙省界毗邻区规划的9个省界

“断头路”项目均已建成通车，包括
上海与江苏之间的6个项目和上海
与浙江之间的3个项目。在省界“断
头路”打通后，多条毗邻公交线路开
通，方便周边居民出行，进一步完善
长三角地区交通路网结构。目前，经
过新胜路跨吴淞江大桥的毗邻公交
线路已在规划中。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建设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要加强各类交通网络基础设
施标准跨区域衔接，提升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水平。下一步，上海将紧扣“一
体化”“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区域
协同发展机制为牵引，持续推动交通
领域设施、服务和管理一体化。

互联互通更进一步

9条路打通沪苏浙毗邻区“断点”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吴宇）记者
从上海海关了解到，2018年至2022
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实现进出
口总额63.29万亿元人民币，五年间
年均增长 8.2%。今年前 11个月，长
三角区域实现进出口总额 13.87万
亿 元 ，占 全 国 同 期 外 贸 总 额 的
36.5%。五年来，海关持续创新监
管，激发长三角通江达海区位优势
与产业链集聚活力。对外贸易持续
稳定增长，已成为长三角区域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长三角区域新能源汽车产量占
全国比重超过 40%。目前，“江海联
运”模式已成为区域内汽车出口企
业的优先选项。按照这种模式，汽车
在长江沿线港口驶上内贸船后，顺流
而下，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外高
桥港区海通码头卸下，即可直接滚装
上外贸船驶向海外市场。今年前 10
个月，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累计监
管“江海联运”出口车辆 21.6万辆。
物流时间确定、运营效率高效的“江
海联运”汽车出口模式，成为长三角
外贸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缩影。

对于海运转入长江的进口货
物，则可运用“离港确认”模式。相比
传统转关模式，“离港确认”模式实
现了码头理货、江船订舱和转关申

报业务“并联”办理，通关时间较传
统转关模式压缩 50%以上。目前，

“离港确认”模式已实现长江流域全
覆盖。

“联动接卸”也是海关支持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点举措。其
核心内容是以上海洋山港为中心，
实施“联动接卸、视同一港”整体监
管，通过“水水直联、多港互动、内河
承接”，可压缩进出口货物在境内段
50%的运输时间、30%的物流成本。
目前，以长三角区域为重点，“联动
接卸”已在江苏太仓港、安徽芜湖
港、浙江安吉港等12个港口复制推
广，惠及500余家进出口企业。今年
前 10个月，累计开展相关业务 40.5
万标箱，同比增长41.5%。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作为干线空
港，在国际贸易中经常被指定为目
的港。2021年以来，海关推行的“联
动接卸”模式，将浦东机场与长三角
各空港更加紧密连接起来。以一批
进口啤酒分装设备为例，落地浦东
机场后，以“多式联运”方式转关至
杭州萧山机场，进口企业即可就近
办理通关提货手续。今年前 10 个
月，空运“多式联运”业务在长三角
累计开展7426票，货运量达1.76万
吨，同比分别增长55.03%和4.34%。

长三角五年间进出口年均增长8.2%
海关创新监管激发优势与活力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何欣荣 胡洁
菲）新生儿跨省入户、身份证首次申
领、婚姻登记……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的深入推进，三省一市依托“一网通
办”，累计上线逾 150项跨区域服务应
用。让数据多跑路、办事少跑腿，既推
动了长三角各类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在上海“随申办”APP 上先预约，
到现场后登记、确认证件、拍照……近
日，一对新人徐雄辉和彭玉兰在上海
市青浦区婚姻登记管理中心领到了结
婚证。徐雄辉告诉记者，他的户籍在江
苏南通，妻子户籍在安徽六安，如果乘

车回南通，来回至少要一天时间，如今
直接在上海办理，大大方便了上班族。

青浦区婚姻登记管理中心婚姻登
记员说，以前婚姻登记，外省市居民需
要回到其中一方户籍所在地办理。如
今，只要一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就可
以在上海任意区办理。自今年 6 月推
出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以来，来青浦登
记的新人数量大幅上升。统计显示，平
均每 4对新人中，就有 1对是非上海户
籍。

长三角区域跨省人口流动频繁、
跨省办事需求大。2019年 5月，长三角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正式上线。据牵

头这项工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
服务处介绍，几年下来，三省一市累计
上线 152 项跨区域服务应用，全程网
办超 680万件，线下窗口服务超 30万
人次，一批示范性应用取得显著成效。

医保领域，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
2460 余万人次，结算费用超 70 亿元；
公积金领域，实现居民异地购房提取
公积金零材料、网上办，累计提取 3.5
万笔，金额超 54亿元；公安领域，今年
以来三省一市居民异地开具“户籍事
项证明”43.3万件。

新的跨省通办事项还在持续上
线。上海市公安局宣布，在试点工作基

础上，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市
范围实行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跨省
通办”。新的跨省通办形式也在不断推
出。三省一市创新跨省通办远程虚拟
窗口，通过“屏对屏”，推动跨省业务就
近申请、属地远程直接受理，目前已开
通150个点位，发起服务1.1万次。

最近召开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
谈会提出，要增强一体化意识，坚持一
盘棋思想。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张宇祥表示，下一步长三角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将坚持业务和技术双轮驱
动，加强跨省市业务协同、数据共享，
做好跨省市远程虚拟窗口、跨省市高
效办成“一件事”、创新跨省市“一码服
务”等重点通办项目，按照一体化发展
的“施工图”，让长三角区域企业和群
众办事更便利、更高效。

从老到小 逾150项便民服务在长三角跨省通办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王默玲）由
长三角三省一市企业联合会共同发
布的 2023长三角百强企业排行榜
近日出炉。长三角百强企业2022年
整体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20万亿元
大关，达到 2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00%。

长三角百强企业 2022 年总体
实现了经营规模稳步增长、新兴产
业企业成长较快的发展成果。数据
显示，长三角百强企业2022年合计
资产总额达到 56.1万亿元，增加了
4.3万亿元，同比增长 8.23％。百强
企业中有 69家企业 2022年营业收
入超过1000亿元，比上年增加3家。

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百强企
业中的中国宝武 2022年营业收入
创纪录地达到10877.1亿元，增长率
达到11.87%，成为长三角地区首家
年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的企

业。
榜单数据显示，长三角新兴产

业企业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状态，互
联网服务、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通信设备制造、药
品生产、软件和信息技术等 6个行
业表现亮眼。2022年，上述6个行业
中上榜的新兴产业公司的营业收入
增长率达到13.53%，比长三角百强
企业的整体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一倍
以上。

“榜单发布五年来，见证了长三
角百强企业整体营业收入由14.3万
亿元成长到 20.2万亿元，净利润由
5700亿元增加到 8400亿元。”上海
市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郑新尧说，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入
推进，长三角地区必将催生出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新兴产业
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长三角百强企业年营收
首次突破20万亿元12月6日，沪苏浙皖林业部门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扎实推进长三角林业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长三角长江水系生态廊道建设保
护专项规划编制大纲》，并签署《沪苏浙
皖林业部门共同推动长三角长江水系
生态廊道建设和互花米草防治合作协
议》。

自此，长三角长江水系生态廊道
的规划建设正式进入“快车道”。

生态廊道是指在生态环境中呈线
性或带状布局、能够沟通连接空间分
布上较为孤立和分散的生态景观单元
的生态系统空间类型，能够满足物种
的扩散、迁移和交换。生态廊道具有保
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
流失、调控洪水等多种功能。按照主要
结构和功能，生态廊道分为线状生态
廊道、带状生态廊道、河流廊道等类
型。

长三角长江水系生态廊道的规划
范围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安徽省长江干流涉及的 27 个县
（市、区），江苏省长江干流涉及的39个
县（市、区、开发区），浙江省苕溪、钱塘
江水系涉及的湖州市、嘉兴市、杭州市
的 10个县（市、区），上海市全域范围。
同时，将长江干流两侧5公里内作为重
点范围进行规划。

长三角长江水系生态廊道主要由
一核、一带、多廊、多点构成。一核即以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为核心。
一带即沿长江干流两岸建设生态景观
防护带。多廊即沿主要河流水系、湖岸
线、海岸线建设的多条生态廊道网络体
系。多点即“一带多廊”沿线的重要湿
地、自然保护地、公园景观等重要生态
节点。

其中，长三角长江干流生态廊道以
干流两侧5公里内为建设范围，长江干
流沿线 1公里范围内的生态廊道要贯
通，5公里范围内要打造一批重要生态

节点，涉及拓展国土绿化空间、森林质
量提升、湿地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保
护管理、矿山植被恢复、互花米草治理、
修复提升受损废弃地等多项任务。

除了长江干流生态廊道，长三角长
江水系生态廊道建设还包括京杭大运
河生态廊道、海岸生态廊道、黄浦江生
态廊道等重点项目。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规划发
展处处长管群飞介绍，长三角长江水系
生态廊道的规划建设主要分为近期
（2023年至 2025年）和中远期（2026年
至2035年）两大阶段。

到 2025年，初步实现长江干流生
态廊道的省际贯通，基本形成连续完
整、结构稳定的长江沿岸美丽生态廊
道，有机串联沿途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
态斑块，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
样性。

到2035年，全面构建纵横成网、连
续完整、景观优美、结构稳定、功能完备
的长江沿岸主次生态廊道网络体系。

专家指出，目前推进长三角长江
水系生态廊道规划建设的难点在于解
决三省一市生态廊道建设内容和重点
上存在的差异，必须加快构建长三角
长江水系生态廊道生态保护和发展的
一体化格局。此外，长三角长江水系生
态廊道要实现贯通，需要按照统一标
准打造一批重要节点，从而打通一系
列省际“断点”。

“推进长三角长江水系生态廊道
建设，对进一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
进‘城乡和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具有重要意
义。”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邓建平表示，长三角长江水系
生态廊道建设将坚持惠民为民，通过加
强廊道的自然连通性、保护修复野生动
植物生境、沿海地区的互花米草综合治
理，提升生态防护能力和改善城乡绿
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优良生态产品和优质生态服务的需
要。 来源：《解放日报》

长三角共建长江水系生态廊道
专项规划编制大纲审议通过，2025年初步实现干流省际贯通

12月 12日 7时许，甬金铁路首
趟动态检测列车 J55201 次缓缓从
宁波云龙站驶出，这标志着甬金铁
路全线动态检测正式开始。

铁路的线路动态检测主要检测
新建线路轨道、接触网设备状态，是
线路开通前的关键环节。据悉，昨天
全天，甬金铁路的检测区段为宁波
云龙站至金华苏溪站上下行区段。
在检测中，列车时速逐级上升，以检
验新建线路轨道、接触网设备状态
的可靠性。整个动态检测计划在下
周结束。

甬金铁路东起甬台温铁路云龙
站，途经宁波市、绍兴市、金华市，向
西终至沪昆铁路义乌站，新建正线

全长188.3公里，全线设云龙、奉化、
溪口、新昌北、嵊州新昌、嵊州西、东
阳北、苏溪、义乌9个车站，设计时速
160公里，预留 200公里时速条件，
为双线客货共线的 I级电气化铁路。

甬金铁路是贯彻实施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节点工程，也是宁波舟山
港便捷的战略疏港通道。项目建成
运营后，将实现世界小商品之都（义
乌）与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
的互连互通，有效满足沿线地区客
货运需求，对促进浙江省更快融入

“一带一路”，助推沿线经济社会发
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杭州日报》

甬金铁路首次试跑

无锡运河主航道与运河
公园景色（无人机照片，12
月9日摄）。

江苏省无锡市是依京杭
大运河而生的城市，近年来，
当地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利用为核心，持续
推进河道治理、水质提升、文
化遗产整理、保护修缮开发、
工业遗存再利用等方面的保
护实践工作，逐步将大运河
两岸建成璀璨文化带、绿色
生态带、缤纷旅游带。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江苏无锡江苏无锡：：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