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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 30 万亿元！2023 年，长三角
三省一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
和上海市，以不到 4%的国土面积，创
造了中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拥有 9 座 GDP 万亿城市，数量位
居全国前列；高铁里程突破7000公里，
陆域所有地级市都有动车通达；集聚
全国约 30%的高新技术企业，现代化
产业体系加快建立……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看长三角，也是看发展全局。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
射带动作用”——牢记党中央嘱托，
35.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新”
潮澎湃，奏响“春之曲”。

实力更“强”：不到4%面积
创造全国24%GDP

“万亿之上，奔赴山海”。今年 2 月
下旬，“常州—上海经贸交流和创新合
作活动周”正式启动。现场签约新能
源、集成电路等领域25个重大项目，总
投资超280亿元，让人们见识到江苏常
州这座新晋“万亿之城”的拼劲。

合成生物岛、细胞科技港、东方碳
谷……走进常州，新产业、新地标令人
目不暇接。常州市市长盛蕾表示，从国
家大战略中找准“小切口”“挖深井”，
常州将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
能源产业高地。

踏上新征程，必须全力以赴打好
高质量发展这场硬仗。包括常州在内，
长三角三省一市一步一个脚印、一年
一级台阶，不断向上突围、向新蝶变。

——看总量。2023年，上海GDP达
4.72 万亿元，江苏 GDP 达 12.82 万亿
元，浙江GDP达8.26万亿元，安徽GDP
达 4.71 万亿元，区域经济总量突破 30
万亿元大关。

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
院院长张学良分析认为，2023 年长三
角经济总量已与德国、日本相当，人均
GDP超过1.8万美元，世界级城市群地
位进一步提升。

——看结构。最近五年来，长三角
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的产业规模分别占全
国的3/5、1/3和1/3。

位于上海西郊的青浦区华新镇，
过去是一个农业镇，有人形容这里“飘
着有机肥味”。搭乘长三角一体化的东
风，近年来华新镇“长出”了包括“三通
一达”在内的 7 家上市公司，快递物流
产业规模达到千亿元级别。

产业结构升级只有进行时。依托
青浦区的“长三角数字干线”，华新镇
加快建设虹桥数字物流装备港。从自
动分拣设备到冷链运输技术，推动“汗
水快递”不断走向“智慧物流”。

——看速度。围绕今年经济工作，
长三角多地提出“奋力一跳”的新目
标，高质量发展力争走在前列。

“忙不过来！”开年以来，安徽合力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峻带队参加了

多场国际物流展会，展示氢能和锂电
叉车等新产品。今年 1 至 2 月份，公司
外贸额同比增长逾40%。

合力股份所在的合肥是安徽首个
GDP突破万亿元的城市。2024年，合肥
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围
绕这个目标，很多工作都有明确要求：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万户、新能源
汽车产量突破 120 万辆……加速奔跑
成为长三角多个城市的共同“姿势”。

动力更“新”：加快建设长三
角科创共同体

长方形的黑色小盒子，只有一本
书大小，却是卫星的智能“大脑”——
今年2月，位于浙江杭州的之江实验室
自主研发的“极光 1000-慧眼”星载智
能计算机跟随卫星进入太空。

与传统遥感卫星拍摄图片要传到
地面处理不同，搭载“极光1000-慧眼”
后，卫星在天上就能直接进行“云判”、
压缩以及目标识别。“我们将不断激发
智能计算对产业变革的跨越式推动作
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

任王坚说。
“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供

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
“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跨区域协同”……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引着长三角做实
科技创新共同体，持续培育壮大新质
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最
近几天，位于江苏南京的紫金山实验
室的工作人员正马不停蹄地筹备即将
召开的2024全球6G技术大会。从追赶
到并跑，再到如今 5G、6G 力争引领创
新，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史，也是
一部创新史。

“现在研发6G，就是为未来的智能
化信息社会提供超强连接能力。”中国
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
虎表示。

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办公室的
数据显示，包括上海光源等在内，长三
角建成和在建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
计28个。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76.20人
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

用制度创新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今年一季度，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华东理工大学、江
苏百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了
联合攻关计划“抗体药物的国产制造
关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这项合
作，源自长三角的“揭榜挂帅”机制。

根据科技部与三省一市联合印发
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
合作机制》，复宏汉霖在“长三角一体
化科创云平台”上发布了技术需求。经
过多轮对接论证，由华东理工大学和
江苏百林科共同揭榜。

如今，三省一市累计发布“企业出
题”的48项重点揭榜任务，全国揭榜单
位数量超过 380 家，研发投入超过 10
亿元。2021 年揭牌的长三角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通过探索“项目经理制”“团
队参股”“拨投结合”等创新举措，构建
起一套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
协同。经过300余项开发及适航验证试
验，安徽的芜湖钻石航空发动机有限
公司自主研制的通用航空发动机，
2023年完成首飞并获颁型号合格证。

“在突破关键技术的过程中，我们
和江苏、上海等地的高校、院所以及企
业共同研发创新。目前已基本实现量
产，今年签了近500台发动机订单。”企
业负责人郑君说。植根于长三角的航
空产业链，“大飞机看上海、小飞机看
芜湖”的格局日益成型。

类似的故事，在长三角俯拾皆是。
作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首个综合性大
科学装置，借助蛋白质科学研究（上
海）设施，最快2分30秒就可以看清一
个蛋白质结构。如今，该设施已为近
450 家科研单位和企业的 1985 个课题
组提供服务，其中长三角用户占比
64.2%。

统计显示，2023 年长三角有 28 个
科技创新联合攻关项目加快实施，成
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有力抓手。

磁力更“足”：从中国的长三
角到世界的长三角

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生机勃勃的
长三角，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热土，也是
改革开放的高地。

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到三省
一市共同打造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从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到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推动高水
平开放的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长三
角印记。

安全有序的数据跨境流动，是制
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按照“从企业到
行业、从案例到清单、从正面到负面”
的原则，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加快
编制涉及跨境的一般数据清单和重要
数据目录。目前，已基本编制完成智能
网联汽车车辆远程诊断、跨国公司集
团管理等20个场景的数据跨境流动分
级分类清单目录，完成论证后将对外
发布。

“依托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优势，
我们还在建设国际数据经济产业园，
希望打造成国家对外合作开放的新平
台。”上海临港集团董事长、临港新片
区党工委副书记袁国华说。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伴随着响
亮的汽笛，两列从重庆团结村站始发
的海铁联运班列，近日先后抵达宁波
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随后，班列上的
165 辆新能源汽车通过船舶转运至墨
西哥……随着渝甬班列新能源汽车

“双专列”成功首发，宁波舟山港服务
国家战略和全球用户的能力进一步增
强。

既要基础硬件畅通，也要营商环
境优化。今年年初，《中国（江苏）自由
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生物医药研发用
物品进口“白名单”制度试点方案》发
布。首批“白名单”中，南京健友生化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需进口的两种
物品在列，这让企业十分振奋。

“以往，进口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
一般先通过药监局申请批件，再向海
关申请通关单，大约需要 8-10 个工作
日。现在，只需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后
续监管，效率大大提升。”企业相关负
责人王薇说。

在开放中谋合作、赢未来。今年 2
月，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计划与小
鹏汽车共同开发两款面向中国市场的
智能网联车型，首批车型将于 2026 年
在合肥投产。

得益于中国的扩大开放，短短两
年半时间里，大众汽车集团在合肥建
立了一个新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中
心，汇集 1200 名研发人员，覆盖从研
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价值链。

数据印证开放活力：今年1月份安
徽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2 家，同比增
长 75%；截至今年 1 月底，上海集聚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962家，始终是外
商投资首选地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施
五年多以来，区域发展显示“攥指成
拳”的合力，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
断巩固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
前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不断谱写
新篇章。

（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 王永前、
陈芳、何欣荣、陈尚营、陈刚、魏一骏）

站上30万亿元！长三角引领示范再突破

安徽省合肥市的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2023年8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
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

甘肃天水凭借麻辣烫“出圈”，短短
20 多天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20 亿元。
权威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游客出游总花
费接近5万亿元。

从淄博烧烤到贵州榕江“村超”，再
到“尔滨”冰雪，一些地方呈现出文旅火
爆的态势，更多城市管理者开始探索文
旅大市场的新活力。

“网红”城市上新，文旅消费的潜力
有多大？

“开了26年店，像现在这样一天接
待七八百位外地客人还是破天荒。”天
水海英麻辣烫老板娘哈海英说，店门口
从清晨 6 点排队排到晚上 9 点，麻辣烫
的竹签每天要用成千上万根。

天水麻辣烫火了之后，各地游客涌
向这座西北古城，品尝美食的同时，打

卡麦积山石窟、探游伏羲庙、观赏千年
古柏……

坐高铁进“淄”赶“烤”、榕江“村超”
全网关注、“尔滨”现象火爆、天水麻辣
烫走红……近两年，地方文旅接续“出
圈”，一个个 IP涌现，“网红”持续上新。
透过这波热度，也可以明显感受到文旅
对消费的撬动力量。

数据显示，3 月 1 日至 26 日期间，
天水市累计接待游客 353.6 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20.5亿元。

无独有偶，哈尔滨春节假期8天接
待游客 1009.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164.2 亿元；榕江“村超”去年获得数百
万人次到访和数十亿元旅游收入；淄博
2023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约630亿元，
同比增长68.42%。

据文化和旅游部测算，去年全国国
内出游人次 48.91 亿，出游总花费 4.91
万亿元。今年春节长假，全国国内旅游
出游 4.74 亿人次，总花费超过 6300 亿
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
培育文娱旅游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大
力发展文化产业。近期，一系列释放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利好政策举措
出台。

甘肃省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把多勋认为，大家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
元化和个性化，关注点可能是某个著名
场景、特色美食、极具烟火气的生活体
验和多彩的文化展示，大城小县都有

“出圈”的机会，文旅消费可挖掘的空间
巨大。

“文化和旅游、诗和远方已经成为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
容。”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今年
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文化和旅游产
业链长，收益面广，涉及各行各业，文旅
可以“加”百业，百业也可以“加”文旅，
百业只要加上了文旅，既带来了人气，
又开辟了财源，就会出现人财两旺的好
势头。

底蕴、特色、实诚劲儿，一个都不少

文旅热的“流量”密码是什么？记者
梳理最近一年的“出圈”之地发现，这些
地方无一例外凸显出底蕴、特色和实诚
劲儿三个关键词。

丝绸之路重镇天水，位于陕、甘、川
三省交界处，是“羲里娲乡”，秦人在此
放马、建都，蜀魏在此拉锯争雄，东西文
明在此交汇，“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
积山石窟坐落于此。

“冰城”哈尔滨，冰雪文化底蕴深
厚，是冰雪运动爱好者的首选之地；索
菲亚大教堂、哈尔滨火车站等建筑极具
异域色彩；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
号。

齐风古韵、蒲翁故里、陶琉名城
……淄博同样拥有深厚扎实的人文基
因，所辖临淄区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国
都，灿烂的齐文化给淄博留下了厚重的
历史文脉。

“多地走红的背后，是厚重的城市
底蕴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也是延
长‘流量’的重要支撑。”把多勋说。

从哈尔滨的雪花到上海的繁花，从
泉州的簪花到三亚的浪花，从天水的麻

辣烫到淄博的烧烤……无论东西南北，
各地的“火热”都离不开具有高辨识度
的本地特色。

油泼辣子的鲜香和手擀粉的爽滑
成就了别具风味的天水麻辣烫，小饼烤
肉加蘸料组成了淄博烧烤“灵魂三件
套”，特色美食成为解锁城市文化地图
的一把钥匙。

现场观众拿着锅碗瓢盆助威呐喊，
比赛奖品是本地香猪、香羊、小香鸡等
特色农产品，村民身着民族服饰进行拉
拉队表演……榕江“村超”以溢出屏幕
的农趣农味和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打
动了网友的心。

感人心者，莫过于诚。实诚劲儿也
是多地火爆“出圈”的必杀技——热情、
真诚和贴心服务一以贯之。

服务主打一个“实”。在天水，爱心
车队暖心迎来送往，行李寄存点设置及
时、考虑周到。哈尔滨及时关注游客留
言投诉，接诉即办，道歉整改。淄博严明
要求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向缺斤少两
说不。

将短期“流量”现象转化为长期“留

量”经济

“网红”之后，如何留住文旅热度，
将短期“流量”现象转化为长期“留量”
经济？这成为多地城市管理者的探索课
题。

记者近日在淄博曾经的热门打卡
地八大局市场采访发现，部分“网红”烧
烤店已更换招牌，销售体现民俗文化亮
点的产品。不久前，淄博举办首届萝卜
糖球民俗文化节，精品百货、特色美食、

变脸、打铁花等非遗表演，带来视觉与
味觉双重享受。

随着“尔滨”爆火，冰雪大世界
AR冰箱贴、索菲亚教堂蛋糕、大雪人
甜品、“恋上哈尔滨”立体贺卡等各类
文创产品一道“出圈”，不仅包含着地
域特色、奇思妙想，更有科技赋能、
IP加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想
形成持续关注，要在城市形象塑造、旅
游设施建设、特色文化推广等多维度发
力，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因城施策，
打造个性化的城市 IP。“与其追逐表面
上的浪花，不如把河床打得更坚实，打
好自家特色牌，让城市 IP 的吸引力更
细水长流。”

在陕西西安的沉浸式街区，游客
“变装古人游长安”；在广西阳朔，依
托喀斯特地貌打造的攀岩节让运动休
闲融入山水观光；住进莫干山乡村民
宿体验农趣、享受慢生活；走进三星
堆博物馆看数字化技术助力古老文物

“活”起来……当旅游产品和服务愈发
丰富优质，文旅热就不再局限于“眼
球”经济。

千招万招，关键在于落实，接好接
力棒。今年年初，全国各地的文旅部门
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为自己的城市
宣传推介，输出创意短视频、喊话明星
为家乡“上分”。

戴斌认为，当“流量”来了，除了打
造消费场景，更要守护市场秩序，营造
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防止短期过度投
入造成资源浪费。

互联网用户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
要持续跟踪、把握变化。黑龙江省文旅
厅副厅长齐斌说，要进一步做好消费市
场调研、消费热点跟踪和消费心理预
测，将“流量”转为核心竞争力。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 记者文
静、杨思琪、张武岳）

天水之后会是谁？“文旅热”如何热得久？

3月26日，工人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的一家“定西宽粉”加工企业的
生产车间内包装宽粉。 新华社发（王克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