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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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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长三角一体化怎么做？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划重点”！

1 月 11 日上午， 上海市十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在世博中心开幕。上海市市
长龚正作《政府工作报告》。 细览发现，
“长三角”仍是报告中的高频热词。

过去五年
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改革开放迈出

重大步伐。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高起点推进，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形成全国首创案例 36 个， 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不断
走深走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连续成
功举办五届。

“三大任务”全面落实。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共
同体加快建设，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群众跨区域办
事、就医更加便捷。

双向开放“三大平台”加快打造。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形成
112 项制度创新成果，38 项成果已向全
国复制推广。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扎
实推进。

今后五年
展望今后五年，空间布局进一步优

化， 主城区辐射带动效应不断增强，临
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对内对外
开放两个扇面枢纽作用持续提升。

2023 年工作中，要深入实施“三大
任务”。 全面完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
二轮三年行动计划， 推动科创产业、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重点合作事项和重大项目落实落地。

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建设，持续提升
G60 科创走廊策源功能，推进沿沪宁产
业创新带发展。 聚力建设双向开放“三
大平台”。 深化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全力推进水乡客
厅、 西岑科创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建
设。深化落实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
体方案， 大力提升国际商务人才港、国
际友城港等平台功能，加快培育发展民
营企业总部、贸易型总部，强化大会展、
大商务、大交通、大科创功能。 加快建设
上海示范区线、崇明线、机场联络线等
轨道交通线， 推进沪苏湖铁路上海段、
沪渝蓉铁路上海段、北横通道东段等重
要基础设施建设。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整改。 建设绿色生态空间，细化
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推进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上海段建设。

（据 1 月 11 日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北京冬奥会影响持续
长三角雪场迎大客流

解放日报记者 刘 畅

这是北京冬奥会后的第一个雪季。
赶着第一个寒潮来临，长三角各个室外
滑雪场在 2022 年 12 月初纷纷开始运
营。

浙江省安吉县的江南天池滑雪场
开业已有 17 个年头了， 这个雪季是开
始运行最早的一次，2022 年 12 月 3 日
就具备滑雪条件， 比上个雪季提前了半
个月。并且，这个雪季江南天池滑雪场预
计运行 90 天，基本和北方的室外滑雪场
时间持平。 江南天池滑雪场做了不少准
备。 由于造雪时间长，滑雪场的 30 台造
雪机彻夜运行， 电费成本比去年增加了
30 万元。 但今年的雪质不错，积雪能够
达到 2—3 米的厚度，滑行体验更好。

江南天池董事长王安培表示，北京
冬奥会的影响是持续的，爱好冰雪运动
的人明显增多了。 “浙江 10 个室外滑雪
场都已经开始运营了，看着熙攘的人群
在热闹地滑雪，我也很欣慰。 ”他说。 当
然，王安培也坦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
调整以后，由于感染人数增多，以及康
复后暂时无法剧烈运动，因此，去年 12
月中旬开始，来滑雪的游客还是有所减

少。 目前的流量是上一年同期的一半左
右。 虽然滑雪场运行时间长，但是有效
时间短，再加上今年过年较早，客流高
峰基本集中在元旦到春节这一时段。

杭州临安大明山万松岭滑雪场也
有相似的情况。 据滑雪场经理童涛介
绍， 大明山万松岭滑雪场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开始试运行，最初的客流量高于
上一年同期 20%左右。 后由于疫情原
因，客流也减少为上一年同期的一半左
右。 尤其是亲子家庭游客明显减少。

“最近几天有回暖趋势， 目前每天
的游客接待量恢复到了 1000—2000
人。 ”童涛说。 王安培也表示，元旦 3 天
滑雪场客流量明显增加。 “不少人康复
后有想恢复运动的愿望，我预计春节前
后滑雪场的客流能够重新达到一个高
峰，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王安培说。

北京冬奥会刚结束时，从业多年的
王安培就给出了对南方室外滑雪场的
一些预测，今年，他的想法基本没有变：
“一是 ‘北雪南移’ 仍然是一个发展趋
势， 这个雪季抓住了第一个寒潮的机
遇，南方雪场都运行早，南方滑雪比北
方更‘热’。 二是冰雪运动在南方会持续
发展，爱好者队伍一定会不断壮大。 三
是我们在南方搞滑雪场是有前途的，我
对未来有信心。 ”

情暖回家路
1 月 7 日，中铁上海局三公司合肥创智天地项目部组织青年志愿者在工地设立

农民工购票服务点，帮助不会上网的农民工购买返乡车票，温暖民工回家路。
龚邵李 摄

皖北：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最后拼图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段树军

近日，引江济淮工程主体工程实现
试通水通航，二期工程正式开工 ，被安
徽媒体称为历史性的一刻。 的确，引江
济淮工程之于安徽意义非凡。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两大
水系，是跨流域、跨省重大战略性水资
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被称为安徽版
“南水北调”，工程估算总投资 912.71 亿
元， 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大水利工程。
主体工程实现试通水，将开始为缺水的
皖北地区提供城乡工农业用水。

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安
徽是短板，而人口多、经济最薄弱的皖
北，则是短板中的短板。 皖北地区包括
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
以及沿淮部分县（市），2020 年末，皖北

6 市常住人口占安徽全省的 43.95% ，
GDP 总量占全省比重仅为 28.94%。 没
有皖北的跨越式发展，就没有安徽的高
质量发展，更无法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补这块
短板。

2019 年 12 月份， 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建设皖北承
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2020 年 8 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合
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座谈会，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出重
要部署。

2020 年 9 月份 ， 国家发改委出台
《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的
若干政策措施》，赋予皖北“24 条”专属
政策。 安徽省也先后制定《进一步推动
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皖
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实施方
案》，将国家战略转化成为安徽行动。

2021 年 9 月份，增强长三角欠发达
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暨皖北承接产业
转移集聚区建设推进大会在蚌埠召开，
安徽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推动皖北地
区高质量发展大会。

2021 年 12 月份， 国家发改委印发
《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
施方案》，组织沪苏浙有关市 （区 ）结对
合作帮扶皖北地区各市， 构建产业、技
术、人才、资本、市场等相结合的结对合
作帮扶工作格局，进一步激发皖北地区
内生发展动力。

皖北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化
水平较低、城镇化发展滞后、水资源约束
明显。其中，水资源短缺是皖北崛起的最
大“拦路虎”。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

皖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不到全省

的 1/2、全国的 1/4。 由于地表水资源相
对不足， 加之皖北是安徽粮食主产区，
大面积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量巨大，皖北
地区 84.5%的饮用水是地下水， 长期开
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 ，皖北地
区已形成约 3000 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水
漏斗区。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建成后，年
平均引江水量达到 33.03 亿立方米，皖
北地区将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瓶颈。

1 月 6 日， 安徽召开全省推动皖北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突破引领经济
社会全面加快发展动员会 ，出台了 《推
动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突破引
领经济社会全面加快发展重点举措 》，
明确到 2025 年，皖北地区力争实现经济
总量占全省比重达到 30%以上， 不断缩
小皖北地区与全省的差距。

当下可为，未来可期。 在长三角经
济版图上，皖北追赶长三角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的脚步正在加快。

路网四通八达

日前， 车辆行驶在合肥肥
东县梁园镇和牌坊乡境内的公
路上。 近年来，肥东县实施交通
强县战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路网
畅通物流大循环， 满足人民群
众高效便捷出行需求， 助力乡
村振兴。

合肥日报记者 郭如琦 摄

“虹桥之核”区域能级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部分处
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两带 ”总体
布局中“一核”的中心位置，是长三角强
劲活跃增长极中的“极中极”，是联通国
际国内市场“彩虹桥”上的“桥头堡”。

2022 年以来，南虹桥集团以“追进
度、稳增长、提质量”为目标，着力招大
引强，聚焦落地成效，不断提升虹桥国
际中央商务区（闵行部分 ）招商引资质
量和能级。

截至2022 年 11 月 ，南虹桥集团新
增有效内资企业 1114 家， 新增有效外
资企业 70 家 ， 新增有效企业纳税率
38.8%，新增企业纳税额3.16 亿元。1-11
月新增合同外资 108014 万美元、实到外
资 61072 万美元，超额完成指标。 此外，
2022 年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3 家（洛
泰、 美笛、 魏德曼）， 截至目前共有 17
家，位列全区第一；新增内资企业总部 7
家、贸易型总部 2 家 ，尚有 3 家市级民
营企业总部、1 家内资企业总部待评审。

聚焦产业升级打造
围绕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国家战

略布局，有意识地将项目向对应的产业
引导，形成以贸易新平台、专业新服务、
数字新经济、消费新品牌、低碳新能源、
硬核新科技和生物医药等产业为引领
的高能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

核心区贸易新平台赛道百万以上
重点企业 110 余家，代表性企业包括锅
圈、安踏、东方国际 、爱信精机、希杰贸
易等 ，1-11 月完成税收 15.18 亿元 ，同
比增长 19.5%； 专业新服务赛道百万以
上重点企业 80 余家， 代表性企业包括
才烁人力资源、外服虹桥、道朋律所、行
动教育、东方丝路等，完成税收 6.52 亿
元，同比增长 51.3%；

数字新经济赛道百万以上重点企
业 20 余家，代表性企业包括广联达、唯
品会、吾界、贝易、进宝汇等，完成税收
5.22 亿元，同比增长 37.4%；消费新品牌
赛道百万以上重点企业 50 余家， 代表
性企业包括利星行 、德宝 、泰森 、虎头
局、麦隆咖啡等；完成税收 10.82 亿元，
同比增长 20.0%。

闵行片区生物医药企业集聚了 500
余家，百万以上重点企业 30 余家，代表
性企业包括信达、威高、云南白药、正大
天晴、东软、先声、其胜生物、罗氏诊断、
鱼跃医疗、中优医药、千麦博米乐、健康
云等，1-11 月完成税收 4.17 亿元，同比

增长 36.7%。

强化平台载体功能
依托服务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战略优势，搭建 “6+365”常年展
示交易主平台和一批专业服务平台，形
成国际交易、国际仲裁、法律服务和企
业服务等多领域平台集聚效应，赋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

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一期
已建成 40 万平方米，汇集来自 9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7000 多个品牌 、7 万多
款商品 ， 其中进博会相关商品占比
70%；二期 A 栋正式启用，成功打通“展
转保 、保转销 ”通路 ，推出虹桥国际咖
啡港、 虹桥国际酒窖等专业品类集散
平台 ；在全国设立 18 家分中心 ，已成
为集保税展示交易、批发零售 、物流仓
储、 通关服务于一体的常年展示交易
主平台。

虹桥国际商务人才港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运营载体国家级人力资源产
业园虹桥园已开园，构筑人才合作交流
和便捷办事的一流服务平台，累计落地
上海外服等 125 家行业知名人力资源
服务企业。

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陆续吸引 29
家律所 、1 家公证机构和 5 家法律科

技公司入驻 ， 成功签约长三角仲裁一
体化联盟等机构 ， 已落地同城分所政
策。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企业服务中
心已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正式启用，开
设外籍人士服务、“虹管家”服务等特色
窗口，实现 35 个高频事项长三角通办、
400 多项政务服务跨四区通办， 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立足项目提质增效
做好项目来源开拓、质量提升与能

效凸显。 一是注重质量，关注项目的产
业能级、辐射范围和行业影响力。 二是
紧盯功能，注重引进高新技术 、专精特
新、 小巨人等强功能性企业，2022 年南
虹桥区域三个地块划入大张江子园范
围，新增了尚汐信息科技 、楚源环保等
88 家高企，以及智租物联、原圈网络科
技等 15 家专精特新企业， 高企和专精
特新企业实现井喷 。 三是抓牢核心技
术，以战略性眼光研判甄别项目 ，引进
一批专业技术强的项目 ， 如龙尚科技
等。 四是聚焦落地，加强与项目公司的
联动，强化专人专班代办 ，精准高效服
务项目落地 ， 提升项目落地率与转化
率，提高优质营商环境感受度。

（据 1 月 11 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