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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三年计划 一体化更进一步
更加突出合力突破跨省域跨部门探索，还在研究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解放日报记者 巩持平 实习生 徐珺琢

前不久，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
海发布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4—2026 年）》。

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涉及九个方面
165 项重点任务， 包括加强长三角科技创
新跨区域协同、 协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产
业集群、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加
快提升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 积极推进长
三角区域高层次协同开放、 切实加强生态
环境共保联治、 积极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有力拓展城市合作广度和深度、着
力提升安全发展能力等。

其中提到， 长三角要组建长三角轨道
公司、组建长三角创新联合体、联合争创国
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等。可以预见的是，下
一个三年，在长三角，合力突破跨省域、部
门的探索，将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常见。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几天前，记者到苏州市吴江区出差，搭

乘“示范区公交 1 路”回沪，起点是汾湖客运
站，终点是上海东方绿舟站，与上海市内 17
号线轨道交通实现“无缝换乘”。一路上，不
少生活在沪苏两地省界边的居民在路边等
车，通过这趟跨省公交便捷来往两地。

跨省公交的顺畅运营， 得益于这些年
长三角地区省际断头路的打通。

2018 年 10 月，上海青浦盈淀路与江苏
昆山新乐路贯通， 这是长三角首条打通的
省际断头路。这条长度仅 1.29 公里的道路
连通，终结了两地居民行至省界处“只能走
小桥、不能开大车”的历史。

断头路打通， 为跨省公交开行提供了
新的可能。2019 年 11 月 4 日， 示范区内的
青浦、 吴江和嘉善两区一县 5 条跨区域公
交示范线路开通运行， 实现吴江嘉善部分
区域与上海轨交 17 号线无缝衔接。

后来， 随着东航路—康力大道正式通
车，示范区 1 路公交线路走向、站点也在那
时作出相应调整———不再绕行 318 国道 ，
新增东航路元荡桥等站点， 全程运行时间
又节省了 15 分钟。

长三角三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已进行到
第三轮。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中便提出“实
施省际断头路打通计划 ”，17 条断头路中
已有 16 条建成通车，这是提升跨省界区域
路网功能、改善周边交通出行环境、促进毗
邻地区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同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轨道上
的长三角” 是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中的重
要内容。“截至 2023 年底，长三角高铁运营
里程已经达到 7100 公里 ， 这个数据 ，在
2018 年的时候是 4150 公里。 也就是说，经
过 5 年的持续推进，长三角高铁运营里程增
加了 71%。”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忠伟说。

今年 6 月 15 日，被称为“超级环线”的
跨越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首条环线高铁开
通，为旅客在“长三角包邮区”出行提供了
极大便利。“开行串联长三角重点城市的大
环线列车”写在新一轮行动计划之列。根据
目标，到 2025 年底长三角高铁运营里程将
达到 8000 公里。

新一轮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中，交通的一体化发展更进一步。不
仅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力求在体制
机制上实现突破。

“建立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推进工作
机制，研究组建长三角轨道交通运营公司”
是计划中的任务， 也是今年在温州召开的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确定的重要
合作事项之一， 三省一市发改委共同签订
《关于组建长三角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合作
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这家运营公司
将负责长三角地区不承担国铁路网功能的
跨省城际、市域铁路运营管理工作。

据悉， 第一条串联沪苏浙三省市的市
域铁路上海示范区线正在积极推进中，作
为沪苏嘉城际铁路上海段， 示范区线共设
10 座车站，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的门户线， 在水乡客厅站与江苏水
乡旅游线、浙江嘉善至西塘线相连，构建起
连接上海主城区、青浦新城与嘉善、吴江等
地的快速骨架交通。

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
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 320 项重点任

务、 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 217 项重点任务
都已基本完成。 此时发布的本轮三年行动
计划更加突出合力突破跨省域、 部门的探
索。这不只反映在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上。

在拓展城市合作广度和深度方面，行
动计划提出 15 项重点任务，包括配合自然
资源部编制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 联合编
制实施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推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苏锡常
都市圈联动发展，在产业分工协作、科技协
同创新、高水平开放等方面加强合作等。

关于加强长三角科技创新跨区域协
同，长三角将深入推进张江、合肥两大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 支持南京、杭
州—宁波创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探索设
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协同开展跨
学科交叉基础研究； 围绕重大攻关任务组
建长三角创新联合体， 推动长三角科技创
新券全域互联互通等。

协同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产
业链上的合作与连接将更加紧密。 实施制
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共建长
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体系； 协同推进未
来产业发展， 联合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
导区， 联合发布长三角未来产品应用场景
和典型案例； 加快建设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集群、芜湖集群两个数据中心集群等，都已
写入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中。

民生感受度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效
的重要评价标准。“推进异地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已覆盖长三角全域 41 个城市，目前累
计结算超 3800 万人次；“开通运行长三角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2019 年 5 月正式上线，
目前有 173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以社保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
目前已实现 52 个服务事项“一卡通”……接
下来， 长三角将继续推动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医疗检查检验互联互通互认等。

此外，长三角还在研究制定《推进长三
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近期重点工作举措
（2024—2025 年）》。这是长三角三省一市结
合区域实际，率先探索、积极服务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举措。 目前文件还在完
善过程中，很快将印发实施。

三桥联通沪苏浙
长三角方厅水院迎来关键进展

新华社上海 7 月 31 日电（记者 胡洁
菲）7 月 31 日，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标志性项目———水乡客厅方厅水
院跨域步行桥全面合龙。这意味着，沪苏浙
三地可通过慢行桥实现全面贯通，“一刻钟
跨越沪苏浙”指日可待。

方厅水院是长三角两省一市交界处的标
志性跨域建筑， 在四角分别设置了沪苏浙皖
四个主题展示空间， 中间用三座步行连廊连
接，具有人文交流、文旅休闲与国际会展等功
能，建成后可以实现“一天逛遍沪苏浙皖”。

项目建设单位、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新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翊元介绍，
方厅水院跨域步行桥在合龙过程中， 通过
BIM 模型三维分析、施工全程实践模拟、智
能液压同步控制等多种技术手段， 最大程
度保证了桥梁合龙施工的精度和效率，为
涉及多个坐标系、 高程系统的跨省域项目
提供了工程经验。

据悉，方厅水院项目共有东、西、北三

座跨域步行桥。 东西步行桥外形构造采用
传统斗拱形制， 在现代建筑中融入了传统
美学元素； 在整个桥梁的装饰设计中应用
了可再生材料，桥梁屋面采用 BIPV 建筑光
伏一体化及可再生能源系统， 从材料选择
到生产环节贯穿了低碳绿色的环保理念。三
座桥体全部采用钢结构焊接工艺，大大增强
了桥体的稳定性、耐久性和安全性，方厅水
院跨域步行桥也是同时采用中国建筑传统
斗拱形式和全钢结构焊接工艺的桥梁。

随着三座跨域步行桥全部合龙，项目建
设也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 今年 10 月，位
于上海、 江苏的场馆以及三座跨域步行桥
将完成施工， 位于浙江区域的场馆也将实
现结构封顶。明年年中，方厅水院项目将整
体完工。方厅水院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综
合展示窗口，集中示范城水共生、区域共享
的发展理念， 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水乡客厅
公共交流空间， 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发
展提供动能。

长三角上半年经济亮点频出
GDP总量首破 15万亿元，苏浙皖 GDP增速高于 5.0%的全国水平，新质生产力正加快形成

解放日报记者 任俊锰

近日，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今年上
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全部出炉。

上半年， 长三角 GDP 总量首破
15 万亿元， 其中上海地区生产总值
22345.59 亿元 ，同比增长 4.8%；江苏
地区生产总值 63326.3 亿元，同比增长
5.8%；浙江地区生产总值 40920 亿元，迈
上 4 万亿元新台阶， 同比增长 5.6%；安
徽地区生产总值 23967 亿元，同比增长
5.3%。 其中，苏浙皖三省 GDP增速高于
5.0%的全国水平，江苏增速领跑长三角。

同时，长三角作为全国外贸重地，
2024 年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达 7.74 万
亿元 ，同比增长 5.9%，创历史同期新
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6.6%。其中，
上海实现进出口总值 2.1 万亿元 ，同
比增长 0.6%；江苏进出口总值 2.68 万
亿元，同比增长 8.5%；浙江进出口总值
2.5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7.8%； 安徽为
3967.8 亿元， 同比增长 7.4%。 通俗来
讲，江苏的外贸增速同样领跑长三角。

长三角三省一市上半年经济数据
的“亮点”，不止于此。

江苏何以领跑
作为全国唯一与广东并列上半年

GDP 总量 6 万亿元级别的省份，经济
大省江苏何以如此之“快”？

不难发现， 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
实现较快增长， 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
数据显示 ， 江苏第二产业增加值达
27709.7 亿元，同比增长 7.1%。 其中，工

业是第二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江苏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
对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
56.2%。 若剖析县域的工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苏州下辖的“最强县级市”昆山很
有代表性，上半年昆山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1.4%，增速远超全省增速。

若分行业看，列统的 40 个工业行
业大类中，有 33 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行业增长面 82.5%，其中电子 、汽
车以及铁路船舶等制造业快速增长，
成为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江苏造船新
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74.6%， 占据全球
30.1%的市场份额，尤其是江苏泰州下
辖的小城靖江， 时常因超越日本成为
全球造船巨头而冲上热搜。

同时， 新质生产力在江苏正加快
形成。 上半年， 江苏全省高新技术产
业、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
工业比重分别达 50.6%、41.3%；规上数
字产品核心制造业、“专精特新” 小巨
人企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4%、9.5%，
增速均高于全部规上工业。

江苏之外，上海、浙江和安徽上半
年工业经济发展， 尤其是新质生产力
发展也有不少新动向值得关注。

上半年， 上海工业发展加速新旧
动能转换，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增长较快 。 上半
年，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总产值同比
增长 6.1%， 增速较第一季度加快 4.9
个百分点 。 其中 ，集成电路 、生物医
药、 人工智能增速较第一季度分别提
高 5.2 个、5.0 个和 0.7 个百分点。

上半年， 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8.0%，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副院长兰建平表示， 其中民营企业贡
献突出， 规上工业中民企增加值同比
增长 9.0%，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5 个百分点， 增长贡献率达 81.5%。
同时他表示，从动能角度来讲，浙江上
半年的新动能支撑较为有力， 服务机
器人、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新能源
汽车等新质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87.9%、
51.6%、25.4%和 27.9%。

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8.5%，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15.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2.3%，增速分别比规上工业高了 6.7 个
和 13.8 个百分点，在装备制造业增速方
面，安徽处于长三角领先地位。 同时，在
主要工业产品中，汽车产量增长 46.7%、
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 81.4%， 集成电路
增长 69.9%，工业机器人增长 44%。

细看“三驾马车”
若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

车”角度来看，三省一市上半年经济数
据也有看点。

在消费方面， 上半年江苏消费潜
力持续释放，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 24178.4 亿元，同比增长 4.9%，增
速为长三角最高。其中，限额以上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11.0%，比第一季度提高了 4.1 个百分
点，同时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35.5%，
占汽车类零售额比重达 31.0%， 江苏消
费市场不断升级。 其背后成因正是随着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
经济措施出台，消费市场活跃了起来。

在投资方面， 上海表现亮眼。 上
半年 ， 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2%， 比第一季度提高 1 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0.6%，房地产
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8.4%。尤为值得关注
的是，上海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9.3%， 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
制造业投资增长最快，增长 52.9%，此外
在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器件制造等项目
的带动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
增长 31.1%。从中不难看出，市场主体正
用真金白银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投票。

在外贸进出口方面，上半年，长三
角现代制造产业出口增长较快， 其中
通用设备产业（通用机械设备等）出口
增长 10.8%， 占全国份额达 50.7%；工
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16.8%，占全国份额
达 49.5%。

按照区域来看， 江苏上半年外贸
进出口总值、 增速均领跑长三角。 其
中，上半年昆山外贸进出口 3644.6 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7.9%，增幅分别
高于全国、全省 11.8 个、9.4 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值、出口额、进口额均创下历
史同期新高。

与此同时， 若论外贸出口额和净
出口额，则是浙江最多。 去年，浙江出
口额十多年来首次超过江苏，上半年，
浙江出口额为 1.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6%，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期江苏出口
额为 1.72 万亿元， 增长 8%。 其中，浙
江民企进出口 2.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80.7%，对
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 90.6%。
兰建平表示，下半年要重视抢订单、拓
市场，更好地抓住市场的机会窗口。

闵行这个居民区温馨和谐暖意融融

伴随社区服务的深入推进，一幅幅
温馨和谐的画卷，正在闵行区七宝镇万
科第三居民区里徐徐铺展。一系列贴心
周到的服务，为居民们打造更加宜居幸
福的生活，而这些离不开这个字：爱。

送到养老院的关爱，每
一通电话都是一次探望

近日，一封朴实且真挚的感谢信，
送进了七宝镇。 信上是这样写的：“她
不仅尽职尽责地完成本职工作，还能主
动关心群众疾苦，用心倾听老年人的心
声。她的善举，让我们的家庭重新恢复
了安宁，我们也对七宝镇党委培养出如
此优秀的居民区书记表示由衷的钦佩
和赞赏！”这里的“她”，说的就是万科第
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侯美琴。

在侯美琴的带领下，社区划分为四
个微网格，社区干部分别与“十类对象”

结对。社区干部在走访中了解到，90 岁
老党员张老师自从去年老伴去世后，居
住在养老院的她日夜悲泣、 情绪不佳。
“张老师原本乐观积极， 每逢过节都会
给我发短信， 听闻她在养老院的现状，
我立刻赶往养老院看望。”侯美琴说。

当时， 正坐在养老院房间门口的
张老师，安静地看着门外，半晌都没有
吱声，“张老师是我啊！ 你知道我是谁
吗？”“哦，我想起来了！侯书记，你怎么
过来了！” 此时的张老师在惊喜之余，
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从那天起，张老
师经常致电侯美琴， 自己的负面情绪
也有了释放。

社区里的热爱， 每一双
鞋子都是一种文化

侯美琴的团队有耐心、有热情，支
持 87 岁的居民郎老师以鞋子为特色
打造“鞋文化博物馆”，让郎老师的老
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郎老师有着一颗年轻的心， 她热
爱文学与旅行，也热衷于收藏与摄影。

退休前，她就职于中国农业大学，做过
教师，也搞过科研。有一次她在一个节
目里看到有老人搞收藏， 又在北京看
了一场鞋文化展，默默感叹“原来鞋子
还有这么深的文化！” 从 1999 年到现
在，郎老师收藏了 40 多个国家的 1300
多种的工艺鞋类，材质涵盖玉、瓷、布
匹、琉璃、塑料、树脂、皮质、玻璃……
社区“鞋文化博物馆”由此诞生。

如今， 这间博物馆吸引了越来越
多居民甚至外国朋友慕名参观， 已经
成为邻里情感的连结地。 打造博物馆
的初衷是什么？侯美琴说，当时党总支
听说郎老师拥有这么多鞋子， 特别惊
讶， 如果能打造一个家庭版的鞋子博
物馆，让更多的居民了解鞋文化，也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鞋”与“谐”同
音，寓意社区和谐美满，这始终是万科
第三居民区党总支的初心。

舌尖上的宠爱， 每一份
美食都是一种温暖

2023 年 12 月，朗润园老年食堂开

张，由大上海国际花园社区食堂配送。
每天中午 11 时，社区干部都会前往朗
润园食堂，等当日菜品配送到位后，拍
摄照片并转发到各个群里。“这样能让
老年居民知道，饭菜已经来了，还能提
前看到有哪些他们喜欢的菜品， 为他
们节省时间！”社区干部说。

朗润园老年食堂每天供应八个菜
品，汤品免费提供。79 岁的竺老师是社
区沪剧班班长，也是食堂的常客，每到
饭点， 她都会拿着自己的饭盒来到这
里，选择自己喜欢的三四种菜品，与相
熟的邻居谈天说地 。“食堂开在社区
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走上几步
路就到了， 生活在这里真是很有幸福
感！”

为了解决老年居民 “吃饭难”问
题，在七宝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及
万科第三居民区党总支的沟通与协调
下，社区给了老人们“舌尖上的宠爱”，
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健康美
食，幸福指数翻番。

（据 8 月 4 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夏游黄山
乐享清凉

7 月 30 日，游客在
安徽省黄山风景区休闲
观光，避暑消夏(无人机
照片)。 当日，在安徽省
黄山风景区， 众多游客
登山休闲度假、 消夏避
暑，感受夏日黄山风光。

新华网 发
施亚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