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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越拓越宽互联互通越拓越宽 长三角越来越长三角越来越““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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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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程将缩短至一小时。越织越密的长
三角交通网，让整个区域之间的通勤
在时间尺度上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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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
医院相距70公里，两块大型显示屏消
弭了这一距离。越来越多公共服务可
以共享，让长三角的空间距离也越来
越“小”。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近4 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打破
藩篱、协同发力，长三角地区枢纽型、
功能性、网络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不
断取得新进展，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也得到明显提升。一体化发展的成
果，区域内居民都真切可触。

刷公交卡往返沪苏浙，“轨道上的
长三角”加速而来

不久的将来，上海市民就能拿着
公交卡乘坐城际列车前往苏浙两地
了。一个月前，长三角地区首条跨两
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
际铁路在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
市吴江区和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三地
同步开工。作为推进两省一市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它东起上

海虹桥商务区，南至嘉兴市区，西至苏
州吴江区，全长170公里，将于2028年
建成投用。开通后，上海、苏州、嘉兴
三地相互之间，仅一小时即可抵达。

在沪苏嘉城际铁路上海段（上海
示范区线）施工现场，位于盈浦东路与
外青松公路交叉口北侧的青浦新城
站，正紧锣密鼓地建设之中。据中铁
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示范区
线结构副总工程师何佩佩介绍，青浦
新城站将成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这
里可以实现上海示范区线、规划嘉青
松金线和上海轨道交通 17 号线三线
同站换乘”。

截至去年年底，国家铁路方面，长
三角高铁营业里程已超过 6500 公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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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能源互济互保、互联互通
的目标也在加快实现。油气方面，苏
浙川气联络线、青宁联络线干线等重
点项目建成，上海LNG（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一期储罐扩建项目、舟山（新
奥）LNG接收及加注站二期已建成投
运；电力方面，白鹤滩—江苏±800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江苏段）
全线贯通，浙江长龙山、安徽绩溪抽水
蓄能电站投产发电，三门核电二期已
开工建设。

除了看得见的交通路网和能源管

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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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长三角5G网络先试先用行动带动下，
中国商飞、宝信软件、外高桥集团等一
批“5G+工业互联网”融合示范应用起
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国家
枢纽节点也在不久前启动建设。

就医、交税、提取公积金付房租，
可异地办理的公共服务更多了

最近，一名来自江苏吴江的心脏
病患者，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后，在长三
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远程诊室同
时接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
科、呼吸科以及重症医学科专家，苏州
市吴江区第五人民医院主治医生的多
学科会诊。

70多公里的空间距离，在信息技
术和一体化服务平台前消弭了。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公共服务和社
会发展部副部长金银淑介绍，长三角
（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目前已与江苏
吴江、浙江嘉善等区域内的医疗机构
实现网上对接，更多长三角居民得以
享受上海优质医疗资源。她透露，长
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2.0版也
在积极推进之中，升级后将按照重专
家门诊、重特色医疗的原则，安排设置
500张床位，成为一家立足上海、服务
长三角的现代化、智慧化综合医院。

据介绍，如今，长三角异地就医门
诊费用直接结算已覆盖长三角 41 座
城市和超万家医疗机构。自2018年9

月启动试点至今年6 月底，累计直接
结算超940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25
亿元。

除了就医之外，更多公共服务已
实现长三角区域间共享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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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税也可以在
异地银行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
区域税费缴纳”窗口办理，还可用数字
人民币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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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区域内居民来说，以社保卡为
载体的“一卡通”应用也变得越来越多
了。截至6 月底，长三角社保卡实体
卡持卡人数约2.4亿，电子卡持卡人数
约1.2亿。日前印发的《长三角社会保
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清单》提
出，交通出行、文化服务、旅游景点和
人社领域等 21 个事项都将探索一卡
通行。目前，已实现加载“交通联合”
功能的社保卡，可通乘长三角区域所
有城市的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长三角
地区已有 1343 个文旅场馆支持全国
社保卡通用。

张天弛 据《文汇报》

2019 年至 2021 年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中，长三角协同承担682项，占三
省一市获批国家立项总数的 76.2%；
争 取 国 家 经 费 109.49 亿 元 ，占 比
86.73%。近年来，长三角科技合作日
益紧密，联合开展产业链补链固链强
链行动，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加快形成，共同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与产业协同发展。

科创平台跨区域协同

2021 年 6 月 3 日，总部位于上海
张江高科技园区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以下简称“国创中心”）揭牌。
长三角三省一市在科技领域的协同合
作，有了新平台。国创中心开展跨区
域、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创新和开放合
作，力争突破一批重点产业关键技术
瓶颈，推动长三角若干产业进入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在创新资源端，国创
中心依托总部所在地上海的国际化优
势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需求，集聚了
一批创新资源落地长三角。目前已在
全球创新活动最活跃的硅谷、哥本哈
根、斯图加特等地建立了4 个海外合

作平台，与海外72家和国内61家知名
高校和研发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在产业需求端，国创中心与一批
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企业联合创新中
心，征集提炼企业愿意出资解决的真
实技术需求。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
建设企业联合创新中心 218 家，共凝
练提出技术需求 936 项；依托各类资
源和渠道，帮助企业对接达成技术合
作341项。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也在不断发
挥平台作用。沿着“走廊”，先后诞生
了松江G60脑智科创基地、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苏州市国家生物药
技术创新中心、之江实验室、科恩实验
室、优图实验室等一批重大研发平
台。目前已集聚了国家和省级重点实
验室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62个、高
等院校 196 所，涌现出生物节律紊乱
体细胞克隆猴模型、量子通信、“G60
星链”等重大原创成果，填补多项空
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一系列
科创成果也正在这条“走廊”上涌现，
产业链核心技术陆续攻关。据统计，
G60科创走廊沿线九地全社会研发投

入强度均值达到 3.25%，集聚高新技
术企业 3.6 万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339 家、各级孵化器众
创空间1300余家。

大科学装置共享互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又称大科学装置，是
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基础。近年
来，一批科技领域的“国之重器”落户
长三角并实现共享。在上海，上海光
源线站工程（二期）超强超短激光
10PW用户装置建成；在江苏，高效低
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首套试验合位
顺利点火；在浙江，超重力离心模拟
与实验装置、超高灵敏度极弱磁场和
惯性测量装置正加快建设；在安徽，
空地一体量子精密测量实验设施和
合肥先进光源正式列入国家“十四
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目
前，长三角地区建成和在建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共计 24 个，长三角大科学
装置群已初具雏形。

重 大 科 技 基 础 设 施 集 群 的 优
势，显然远大于单体设施的线性累

加。在同一城市或区域内集聚多个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发挥其集群
效应和促进多学科交叉的作用，已
逐步成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应用的
新趋势。

为强化科技创新制度政策协同和
联动，三省一市人大协同立法，推动大
型科学仪器跨省市共享。2021 年 11
月，《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
享规定》发布，法规专设长三角区域共
享章节。今年7月，修订后的《安徽省
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正式施行。该《条
例》特别明确，加强与长三角区域其他
省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共同建
立共享协同机制，在购置建设评议、服
务规则制定、服务信息互通、开放共享
评价等方面加强协作，实现科技优势
互补和资源高效利用。三省一市还共
同搭建了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目前平台已集聚大科学装置 23
个、大型科学仪器3.7万余台（套）、国
家级科研基地315家、科技人才20多
万。自2019年4月开通至今，平台访
问量达160万人次。

于量 据《解放日报》

意想不到，渐入佳境的上海“五
五购物节”，令上海轻工制造再度出
圈——上月15日，由上海市经信委
联合市商务委等部门主办的“上海
制造佳品汇”开幕，并联动得物、拼
多多、抖音等六大在线新经济平台，
开设为期一个月的销售专区。目
前，销售专区已掀起一波小高潮，上
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阮力透露，合作
平台上海制造佳品的销售额预计将
超过1000亿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制造
的“三转一响一咔嚓”，即自行车、缝
纫机、手表、收音机和照相机，几乎代
表着一个家庭的“顶配”。上海轻工
业成为时髦与品质的代名词。当年，
仅上海牌手表和以蝴蝶牌为代表的
上海缝纫机，就扛下全国产量的25%
和42%。经历巅峰后，上海轻工制造
一度沉寂，但在此次佳品汇上，人们
惊喜看到，他们有了新活法——

新品迭出，是上海轻工制造的
新常态。85岁的三枪，将莫奈等大
师的世界名画植入传统针织；水星
家纺研发出了玻尿酸蚕丝被；创建
于1927年的回力返老还童，玩出了
限量鸳鸯款休闲鞋；许多人眼中颇

“持重”的亚振家居，在让佳品汇现
场嘉宾入座一把“君兰椅”中，完成
了其新品首发。

高频触网，是上海轻工制造的
新场景。95岁的回力，而今玩转社
交平台，公众号上会教用户如何花
式系鞋带，重要节日有评论抽奖互
动，还与拥有元宇宙体感的手游《梦
幻新诛仙》进行广告合作，旨在破除
与消费者间的次元壁。改写我国只
能修表不能造表历史的上海牌手表
毫不逊色，近年来在“90后”占比近
90%的得物App上实现了“逆生长”。

加速出海，是上海轻工制造的
新姿势。凤凰牌自行车近期首次参
展欧洲国际自行车贸易博览会，其
锂电助力自行车已成功打入挪威、
瑞士等国。凤凰自行车品牌总监徐
力介绍，锂电助力自行车，切中了海
外多山地坡道国家消费者踩自行车
时的痛点，将通勤范围扩展至30公
里以上。事实上，凤凰出海并非孤
例。今年 7 月，上海制造佳品巴黎
中心在塞纳河畔开幕，玛丽黛佳、林
清轩、三枪等数十个上海本土品牌
在此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展览，昭示
着上海制造集体走向世界的雄心。

阮力介绍，近年来，以上海轻工
制造为代表的上海时尚消费品产业
加速迭代，至去年底，产业规模已达
4335亿元，其中制造部分占总产业
规模的81%。

李晔 徐晓语 据《解放日报》

为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助力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近日，南京市商
务局联合市发改委、财政局、文旅局、
体育局、会展办出台《关于促进首店
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发挥载
体作用、促进品牌落地、构建“首店+”
功能体系等系列举措，吸引更多优质
资源集聚，进一步提升消费品质、激
发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

引入全球首店、亚洲首店，最高
奖励 100 万元；引入中国（内地）首
店，最高奖励 50 万元；引入江苏首
店、旗舰店，最高奖励 10 万元……
为推动首店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
将对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开设首
店、旗舰店的商业载体给予奖励，单

个商业载体每年奖励不超过200万
元。引入的品牌门店需签订2年及
以上入驻协议，在南京依法纳税，平
均月主营业务收入 20 万元以上。
引入餐饮品牌首店、旗舰店的，按照
以上奖励标准的50%执行。

对在南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且纳入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统计的品牌首店、旗舰店的运营企
业予以奖励。品牌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1000万元的，最高给予20万
元奖励。对在南京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企业，举办国内外知名商业品
牌首发、首秀活动，根据评价指标计
分给予相应奖励，最高奖励30万元。

朱凯 黄琳燕 据《南京日报》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高品质公共服务居民共享

8 月 11 日，安徽送变电工程有
限公司广德运检站运维人员在维护
可视化在线监控设备（无人机照
片）。

近日，安徽省持续高温天气，电
力保供负荷较大。安徽电网利用无
人机自主巡检、可视化在线监控等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加强对重
要输电通道和各类设备的运维管
控，护航“电力动脉”安全迎峰，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

新华社 发

智能巡检智能巡检
护航护航““电力动脉电力动脉””安全迎峰安全迎峰

G60科创走廊沿线九地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均值达3.25%，集聚高新技术企业3.6万余家

长三角加快科创与产业深度协同融合

据宁波海关统计，前7个月，宁
波口岸进出口额1.54万亿元，同比
增长37.3%。其中，出口额1.13万亿
元，同比增长40.5%；进口额4139亿
元，同比增长29.5%。7月份，宁波口
岸单月进出口额2415.8亿元，同比
增长39.1%。宁波口岸单月出口增
幅自4月以来连续4个月超40%。

具体地看，欧盟、美国和东盟仍
然为宁波口岸前三大贸易伙伴，进
出口额分别为 2905.1 亿元、2742.6
亿元和160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6.5%、39.8%和39%，三者合计占同
期进出口总额的 47.1%。同期，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进出口额
5140.2 亿元，同比增长 41.9%，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实现进出口额
3094.9亿元，同比增长29.2%。

民营企业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
强。前7个月，宁波口岸民营企业实
现进出口额1.08万亿元，同比增长
36.5%，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70.1%。

机电产品引领宁波口岸出口
增长。前 7 个月，出口机电产品
5635.5亿元，同比增长35.3%，占同
期口岸出口总额的 49.9%，拉动出
口增长18.3个百分点。原油为前7
个月宁波口岸最大进口商品，进口
额为 1325.2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84.3%。

孙佳丽 陈莹 时明阳 据《宁波
日报》

上海轻工重拾时髦引领消费新时尚

南京出台促进首店经济发展若干措施

宁波口岸单月出口增幅连续4个月超40%

8月11日，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周思娟通过场景模拟游
戏的形式，为黄泥兜村的孩子们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知识。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联合双林镇党员志愿者在黄泥兜村开展
普法宣讲活动，通过情景模拟、灯谜答题、动画视频等形式，为孩子们讲解预防性
侵、自我保护等内容，同时到百姓家中进行走访。这是南浔区检察院“检爱—童
心乡村工作站”成立后举行的首个乡村普法主题活动。

据介绍，“检爱—童心乡村工作站”旨在提升乡村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和维
权能力，“零距离”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受理举报线索，维护农村青少年群体的合
法权益。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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