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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先行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经济日报记者 薛海燕 李 景 蒋 波

苏州地铁 11 号线近日正式开通
运 营 ， 并 与 上 海 地 铁 11 号 线 实 现
“双 11”交会 。苏州 、上海这两座位于
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 ， 实现了轨
道交通系统的跨省市互联 互 通 ，这
在国内尚属首次 。

沪苏地铁实现无感换乘
苏州轨道交通 11 号线开通运营

后 ，市民可通过苏州昆山花桥站换乘
上海轨道交通 11 号线 。同时 ，花桥站
无感换乘通道也正式启用 。苏沪两地
乘客使用 “苏 e 行 ” 或 “Metro 大都
会 ”APP 乘车码 ，无需二次安检 、刷卡
及扫码 ，即可换乘另一条线路 。

票价方面 ，苏州和上海地铁采取
分别计费 ， 跨城出行的总费用为两
段地铁费用的叠加 。 比如 ，一名乘客
从 苏 州 地 铁 11 号 线 始 发 站 唯 亭 站
上车 ，前往上海地铁 11 号线终点站

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 ， 全程地铁票
价为 18 元 。 苏州轨道交通还推出专
为跨城通勤设计的计次票和专为上
海往返苏州旅行的旅游票 。

为做好运力衔接保障工作 ，上海
地铁也进一步延后花桥站往上海中
心城区方向的末班车时间至 22 点 ，
并制定苏州 11 号线 、上海 11 号线末
班车后定点加开方案 ， 明确启动条
件 、运营时间及开行交路等 ，以应对
末班车后花桥站临时大客流 。

同济大学发布的 《2022 长三角
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 》显示 ，在上
海周边地级市中 ， 苏州与上海跨城
通勤联系最为紧密 。 苏州是流入上
海跨城通勤者的主要居住地 ， 占通
勤者总规模的九成左右 。 沪苏地铁
互通后 ，上海 、昆山 、苏州市区的联
通进一步加强 ，在江苏生活 、上海工
作的市民群体将开启更加便捷的双
城生活 。

同城化促进要素流动
“地铁互通后 ， 苏州和上海市民

沟通往来更便利 。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党委书记 、院长夏锦文表示 ，乘坐
沪苏 “双 11”号线从苏州市区到达上
海市区仅需 2 小时 ， 不仅满足了两
地居民通勤需求 ， 还将进一步加强
苏州与上海的联系 。

“城市发展 、 区域融合 ， 最根本
还是经济一体化融合 。 ”夏锦文说 ，
上海与苏州在制造业 、金融业 、科技
创新等领域有广泛合作 ， 地铁互通
为双方在产业布局 、人才引进 、城市
塑造方面注入强劲动能 。

“地铁互通不仅有利于苏州从外
向型制造业大市向科技创新产业新
高地转型 ， 更有利于以人为核心的
创 新 要 素 在 两 地 间 实 现 同 城 化 流
动 ，将沪苏联结成科创共同体 。 ”夏
锦文表示 ， 地铁由西向东串联起苏
州工业园区和昆山中心城区 、 昆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 、昆山陆家镇 、昆山
花桥国际商务区等核心区域 ， 形成
了长三角地区 “轨道上的城市群 ”，
带来了资金流 、技术流 、信息流的高
效流动 ，推动科技 、人才 、资金等要

素流动更加活跃 。

区域协同发展加快推进
近年来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加快 ， 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也正
以宁马城际铁路建设为依托 ， 加速
推进产业一体互融 ， 推动跨省通办
业务扩面 ，加强毗邻地区建设成效 ，
携手在区域协同发展大潮中踏浪前
行 。

“上海与苏州的 ‘双 11’号 线 联
手 ， 作为全国首条跨省域的城市轨
道交通 ， 对于促进长三角大都市圈
内部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 不仅丰富
沪苏两地出行方式 ， 而且有望产生
同城效应 。 ”华略智库长三角研究院
院长夏骥表示 ， 上海与苏州作为长
三角经济体量最大的 两 个 城 市 ，轨
道交通互联互通能促进科技 、资金 、
数据等要素更加紧密融合 。 作为长
三角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示
范工程 ，“双 11” 号线建设过程中的
诸多探索 ， 将为全国更多区域互联
互通提供经验 。

小暑荷趣
7 月 7 日，在安徽芜湖

市大阳 湿地公园， 一只
蜻蜓停在含苞待放的荷花
上。小暑时节，安徽芜湖市
大阳 湿地公园里朵朵荷
花香气四溢，盈盈欲滴，给
人以美的享受。
水从泽 摄 新华网 发

宁德时代等项目加速转化，闵行将加大智慧能源产业支持力度

7 月 8 日下午 ，2023 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 （WAIC） 智慧能源高峰论坛
在闵行区大零号湾科创大厦会议中
心举办 。 本论坛聚焦新能源前瞻性技
术 、能源绿色转型等方向 ，重点展现
国内外在智慧能源领域的新科技 、硬
实力 。 约 350 位领域内知名专家学
者 、头部企业代表 、专业观众齐聚一
堂 ，共声智慧能源发展路径 。

论坛透露 ， 目前闵行区内风能 、

氢能 、核能 、光伏产业均发展迅速 ，且
“宁德时代未来能源研究院 ” 等创新
平台的建设正促进智慧能源领域的
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 未来 ，闵行
区将加大对智慧能源产业的支持力
度 ，力争建成具有影响力的智慧能源
示范产业新高地 。

多项创新产品和技术在会上发
布 。 上海电气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发布了星云智汇能碳管家产品 ；上海
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公司发布了智
慧电网中基于人工智能的设备故障
诊断及寿命评估应用 ；上海申沁鑫能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大模型

驱动的虚拟电厂全息感知与智能调
控技术 。

会上还举行了 AI 精益能源管理
产品发布及现场签约仪式 ，以及阴离
子交换膜电解制氢项目签约仪式 。

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 、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共
同启动 “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人
工智能人才发展计划 ”。

围绕智慧能源领域的前沿技术 ，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电力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的专家 、高管们分别作

《新型电力系统特征与发展方向 》《超
大城市级灵活资源参与与市场交易
建设实践 》 《发展数字化碳管控 促
进全球气候治理 》《5G 在发电厂的应
用场景 》主题演讲 ，使与会观众对智
慧能源领域的多维技术有了更多了
解。

两场圆桌论坛分别在以国家电投
集团等为代表的“国企组”和以唐锋能
源等企业为代表的 “民营队 ”间展开 ，
大家各自就在智慧新能源的背景下企
业战略布局和相关举措、 双碳时代的
新型能源系统变革进行了交流探讨。

（据 7 月 9 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中外摄影师眼中的长三角长啥样？
这个影像展向世界游客发出邀约

文汇报讯 近日， 由长三角地区文
旅部门主办的 “美好新时代 缤纷长三
角”国际影像展在上海启幕，展览将持续
至 7 月 15 日。

长三角区域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
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也是重要
的世界旅游目的地。长三角一体化，文旅
先行， 文化和旅游产业是高质量发展重
要的指标和展现， 给人以满满的 “获得
感”，印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美
好新时代 缤纷长三角” 国际影像展汇
聚了中外摄影师捕捉的 80 幅摄影作品，
定格了苏沪浙皖从城市到乡村的美景、
美食、人文、建筑等场景，以线下展陈和
线上传播并行的方式， 全景展示新时代
长三角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样本，
全面提升长三角文旅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和显示度。

镜头背后， 参展照片摄影师代表法
新社签约摄影师丹（Dan Sandoval）和德
国摄影师优兰达 （Yolanda Vom Ha鄄
gen）分享了创作的感悟。 丹说，我依然记
得自己作为摄影师踏上这块土地的感
动，自然景观、文化传承和工业生产，这
三者之间本没有强关联， 但这块土地让
一切和谐共生， 用镜头传递这份感动是
摄影师的责任，也是幸运。 优兰达说，这
些精彩的摄影作品， 让我们可以直观地

看到长三角地区的历史建筑、传统艺术、
美食文化和自然风光， 她深信这些精心
捕捉的瞬间，将为我们带来深思和启发，
激发对于中国文化旅游的更多热情与探
索。

启幕仪式上，摄影师代表获赠“水韵
江苏”数字旅游卡，活动向世界游客发出
“长三角的邀约”，邀请更多国际朋友走进
长三角，了解长三角，爱上长三角。

江苏省文旅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李
川说，长三角，有吴楚山川，苏堤春晓，徽
州入梦，海耀明珠，是中国耀眼的“经济
明珠”，也是靓丽的“旅游宝地”。 长三角
三省一市文化和旅游部门 “四手联弹”，
共同举办“美好新时代 缤纷长三角”国
际影像展， 依托中外摄影师的镜头定格
了长三角逐梦“诗与远方”，共同奏响长
三角文旅一体化“协奏曲”。

以色列国家旅游部旅游领事蓝天
（Roy Kriezman）说，我吃过黄山的臭鳜
鱼、参观过无锡的惠山古镇景区，逛过杭
州的西湖，我的办公室就在外滩，我来到
中国就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这 80 幅摄
影作品启发我去探索更多长三角的美好
之处。 同时，他也期待以色列和长三角三
省一市文旅部门加强合作， 让长三角游
客和以色列游客互动更频繁， 有更多文
化交流。 （记者 周 辰）

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现实路径
———对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三年发展的思考

夏 骥

生态绿色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的本色和底色，也是示范区的
特色和亮色。

示范区设立三年来，在生态环境治理
与保护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性探索，也取
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效。 比如，首创了跨省
域生态环境标准、监测、执法“三统一”制
度，特别是明确以“一套标准”规范示范区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下一步推进生态环
境交易奠定了基础； 首创了联合河湖长
制，通过落实河长联合巡河机制、河湖联
合保洁机制、水质联合监测机制、联合执
法会商机制、河湖联合治理机制等“五大
机制”， 开创了区域联合治水的新局面，
“跨界联合河长制” 也入选了中组部攻坚
克难案例和中国改革 2020 年度 50 典型
案例； 首创了跨省域的近零碳专项规划，
编制形成了《水乡客厅近零碳专项规划》，
协同探索“跨域共治、低碳韧性、智慧共
赢”的近零碳转型发展新模式，为长三角
碳达峰碳中和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过去三年，示范区在生态环境方面更
多是在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主要集
中在协同推进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方面，
尽管也制定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实施方案》， 但是在生态价值转化
方面的有效探索还比较少。 未来三年，示
范区要更好反映绿水青山的金山银山价
值，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加快建立统一的生态产品评价
路径。目前示范区三地中仅有嘉善建立了
GEP 核算机制，核算出 2021 年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为 587.31 亿元， 并且发放了首
笔 GEP生态价值贷。而青浦、吴江尚未开
展核算。目前，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已
经发布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
行）》，明确了统一的核算标准。下一步，示
范区要依托水、林、田、湖、河等资源禀赋，
开展生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摸清各类生
态产品数量、质量等底数，特别是“碳收
支”家底。在此基础上，探索以生态产品实
物量为重点的生态价值核算，并将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基础数据纳入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率先形成跨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规范。

二是加快建立统一的生态价值实现
路径。 目前示范区已经发布了《绿色金融
发展实施方案》， 但是绿色金融的产品和
场景仍然不多。 下一步，示范区要依托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通过探索碳汇权益交易
试点， 以及探索建立用能权交易机制，进
一步检验和健全碳排放权交易路径，促进
电力交易、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
统筹衔接，并探索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同时，积极推动碳金融发展，
争取国家级、长三角气候投融资服务平台
落户，绿色产业发展子基金落地，为符合
条件的企业提供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质押、借碳、碳回购等服务，支持
发展碳基金、碳信托、上海碳配额远期等，
积极发展绿色普惠金融。

三是加快建立统一的生态壁垒破解
路径。 目前根据欧盟碳交易体系改革方
案， 欧盟免费碳配额将于 2034年全面退
出，意味着“碳关税”将进入大规模实施阶
段。 下一步，示范区要推进与国际标准相
一致的能耗计算方式，鼓励区内上市企业
ESG信息披露， 推动MSCI、FTSE Rus－
sell、华证、商道融绿等国内外知名 ESG专
业评级机构在示范区设立分支机构。特别
是要充分发挥三地各自优势，联合推动在
西部地区共建绿电基地，联合打造“虚拟
电厂”，协同开展绿电交易、绿证交易，减
少企业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同时
通过应用 ICT 技术能使其他行业减少碳
手印，为长三角探索出打破“碳关税”壁垒
的有效路径。

四是加快建立统一的生态科技创新
路径。目前示范区已经引进了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
院、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科技中心、污
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碳
中和与生态环保研究中心等多个国际国
内顶级研究机构，同济大学也与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签署新一轮合作备忘录。 下一
步，示范区要进一步推动建立绿色低碳领
域的基础研究特区，强化双碳基础研究和
前沿技术布局，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 同时，要加快先进适用技术
研发和推广，特别是研究碳捕捉、碳封存、
光伏绿氢等商业化运营模式，积极举办全
球环境解决方案挑战赛等国际化赛事，积
极引进联合国生态科技项目。

五是加快建立统一的生态场景应用
路径。目前示范区已经布局了华为数字能
源军团、氢能示范项目等载体，但是总的
应用场景还不够丰富，“好风景”还没有充
分转化为“新经济”。 下一步，示范区要结
合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示
范区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充分挖掘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潜力， 加快分布式光伏发电、
智能微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打造

“源、网、荷、储”的绿色零碳数据中心，率
先提供绿色算力。同时，示范区要打响“数
字+水韵”的数字牧场品牌，推进数字生
态与自然生态深度融合， 大力吸引上海、
苏州、杭州的数字游牧民，统筹配置长期
办公型卫星办公室和短期研修型卫星办
公室，成为支撑科技创新发展的“科技绿
野”。

（解放日报 作者系华略智库主管合
伙人、长三角研究院院长）

安徽芜湖夏季文旅资源长三角（杭州）推介会召开

中国青年报讯 “喜迎亚运，遇见
杭州。 ”7 月 8 日上午，2023 安徽芜湖夏
季文旅资源长三角（杭州）推介会在浙
江省杭州市召开。

推进会现场，一支皖南韵味的开场
舞展示了“欢乐芜湖”人文之美。芜湖通
过“游在芜湖，夏日景区欢乐多”“宿在
芜湖， 避暑乡野美景间”“食在芜湖，人
间烟火抚人心”等多角度，向杭州市民
展现芜湖风韵。同时，芜湖还发布了“欢
乐芜湖夏日旅游线路”和“芜湖文旅优
惠政策”， 为广大游客出游提供便捷指

南和优惠信息，并将发放文旅消费券。
杭州与芜湖自古都有 “鱼米之乡”

的美誉，历史渊源深厚。近年来，两地互
动频频、往来密切，旅游资源各具特色，
旅游产品互补性强，互为重要的旅游客
源地和旅游目的地。杭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和芜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活动现
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两市的旅行社

代表也签订合作协议，将开展旅游产品
开发、市场共拓、客源互送等合作。

芜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玉娟介绍，2023 安徽芜湖夏季文旅资
源推介会还将走进上海市、 江苏省南京
市，进一步推动芜湖市与长三角地区城市
联动发展， 开启长三角区域文旅交流合
作、共谋发展的新篇章。（记者 李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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