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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观察

脚下一方人文荟萃的水乡客厅，眼
前一脉碧波荡漾的江南秀水———漫步沪
苏浙交界处的长三角原点 ，5 月底新亮
相的方厅水院里，1288 米连通三省一市
主题展馆的步行廊道，恰似“丈量”长三
角一体化的最新标尺。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 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数占全国近 1/3； 共同打
造统一大市场先行区 ， 外国人 240 小
时过境免签全域实施 ； 跨省 “高效办
成一件事”， 200 多项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 ”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以来，新成果不断涌现。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3 万亿元 、占
全国总量约 1/4 的长三角三省一市，共
筑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共创更高层次
改革开放新格局、共建高质量公共服务
体系， 携手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奋
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走在前列。

新潮奔涌，共筑新质生产
力发展高地

长江口北翼，智慧化全海域养殖平
台 “湛江湾 1 号 ”正在南通通州湾进行
最后调试，高空俯瞰宛如移动城堡。

上海设计 、南通建造 ，得益于长三
角一体化带来的技术 、 资金和市场协
同，这座养殖水体达 8 万立方米的养殖
平台从开工到下水仅用 11 个月。 从“耕
海牧渔 ”到 “智驭深蓝 ”，新质生产力开
拓海洋经济新空间。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
催动长三角产业变革。

长三角腹地，合肥高新区的安徽云
玺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替代实体
印章的量子云印章。 今年一季度，实现
订单额 7000 万元。 孵化在合肥，联合上
海研究院所起草行业标准， 与杭州、连
云港等地企业合作实现产业化……9 年
时间，云玺量子在长三角走通了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之路。

目前，长三角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
逾 30%；2023 年，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达 3.3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 0.7
个百分点。

作为量子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的
革命性研究平台，合肥先进光源正面向
2028 年建成验收全力冲刺。为建好用好
这束光，长三角三省一市签署合作备忘
录，推进这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共
创共建 、联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上海
与合肥光子科学领域高水平人才双向
培养和输送，苏州与金华分别投入数千
万元在合肥光源上共建线站……

区域科技资源深化开放共享 。 目
前，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
大型科学仪器超 4.7 万台（套）。 三省一
市揽获 2024 年近五成国家科学技术奖
项。

“创新战队”共克产业技术难题。 上
海在设计环节优势突出，无锡在半导体
材料和设备方面专长，苏州制造和封装
测试能力较强……围绕集成电路产业
核心技术，长三角联合攻关，协同各个城
市各展所长。

目前，长三角已成立首批 12 个创新
联合体，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领域企业公开征集“急难愁盼”技术
需求 305 项， 组织实施联合攻关项目 72
项。

共筑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 长三角
产业链供应链竞合能力不断增强。

全 国 产 工 业 机 器 人 累 计 下 线 超
5000 台 ， 成功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等行
业； 大型 LNG 运输船自主配套系统已
突破多项关键设计建造技术……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
规划师徐海贤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近
年来形成围绕沪宁合 、沪杭甬的 “双三
角”网络体系，创新驱动效能不断涌现。

内外兼修，共创更高层次
改革开放新格局

机器轰鸣、塔吊林立，毗邻苏皖交界
的南京北站， 站房主体结构正在紧张施
工。 两年后，这个汇聚高铁、地铁和普速
铁路的枢纽将开通， 南京都市圈互动更
加活跃。

互联互通提质增效， 与体制机制改
革密不可分。 6 月 3 日，苏皖轨道交通运

营公司在南京成立，两省间不承担国铁路
网功能的跨域铁路将统一运营。 未来，随
着长三角轨道交通运营公司组建，区域内
轨道交通衔接将更高效、出行会更便捷。

改革筑渠，激发要素涌流。
数据互联，货物进入上海机场—苏

州前置货站等于进入上海机场，为企业
节省地面物流成本近 30%； 监管互通，
“联动接卸”让沿江 13 个港口与上海港
融为一体 ；高铁成环 ，串起长三角主要
城市的列车成就长三角人说走就走的
旅行……

在南京金鱼嘴基金街区， 几乎每天
都有一场撮合项目与资本的路演。 与上
海等城市联动开展科创金融改革试点，
要素集聚让这里一年可服务企业超 350
家，促成融资逾 18 亿元。

破壁除障，探路制度创新。
作为“试验田”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 包括方厅水院在内的
180 个联建重点项目陆续开花结果。 各
方打破跨省行政壁垒， 建立合作规范体
系，已累计形成 154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
中 52 项已面向全国复制推广。

4 月 30 日 ，满载光伏组件的 “皖甬
欧”铁海联运班列从合肥开出 ，不到 20
小时即到达舟山港穿山港区。 零延时转
装“嘉华宁波”轮后，点对点驶向德国威
廉港，并于 5 月 27 日抵达。快线贯通，合
肥到欧洲一般物流时效从 40 天缩短到
27 天。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 三省一
市推动高层次协同开放， 拓展对外经贸
合作新空间。

推进长三角海关特殊货物检查作业
一体化改革，建设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推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降低企业
合规成本……长三角成立自贸试验区联
盟，加强互学互鉴，共同打造制度型开放
“试验田”。

今年前 4 个月， 外资外贸大市苏州
进出口超预期增长 5.6%。 同期，三省一
市进出口总值增长明显。 其中，江苏、浙
江在高基数上仍分别增长 5.7%、6.6%；
安徽以 14.1%的增速奋力扩大基本盘。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所副
所长罗成书认为，通过持续深化高层次
改革开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共识和

合力不断凝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枝叶关情，共建高质量公
共服务体系

在苏州吴江平望便民服务中心，来
自安徽霍邱的陈添荣前来办理养老保险
账户余额一次性提取。 跨域通办窗口工
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霍邱县行政服务中
心，为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前后不过十
几分钟余额已经到账， 他感慨：“太方便
了，真没想到！ ”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最多跑一次，跨
省就读困难学生资助“免申即享”，27 个城
市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双向在线办理……
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开通政务
服务已超 200 项， 高效公共服务呵护居
民、企业幸福感。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依托安徽
宣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的“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平台 ，浙江萧
山的银行发起抵押登记申请， 安徽宣城
的企业在线完成信息确认， 不动产登记
电子证明即时生成供银行下载核验……
全流程“云操作”后，贷款资金快速到账，
一场跨省融资达成。

公共难题共治才有高品质公共服务
共享。 一条宁阳街，南北分苏皖。 两省公
安、司法等部门共建警务室、调解室、政
务服务窗口。跨省共治机制延伸处，老百
姓一家的事有两省帮办。

太浦河吴江段， 太阳透过高耸的护
岸林照在水面，漾起粼粼波光。工作人员
轻点鼠标，无人机离巢起飞，沿河面自动
巡查：白天，水草、船只、水面异物等被一
一识别标注；夜晚，红外成像技术让偷倒
偷排无所遁形。 智慧巡查数据可跨省实
时共享，使长三角环境更优、景色更美。

联保共治不断深化， 生态福祉持续
供给。 据统计，2024 年长三角空气质量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达 84.5%， 较 2018 年提
升 10.4 个百分点；594 个地表水国控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 94.3%，达历史最好水平。

攥指成拳 ，共绘 “同心圆 ”；同频共
振， 奋进新征程。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必将为全国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新力量。

（新华社南京 6 月 6 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 亢 陈 刚 杨绍功）

今日闵行

长 三 角“超 级 地 铁 ” 再 进 一 步 ！
闵行虹桥枢纽将无缝衔接嘉兴、苏州

近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
水乡旅游线城际铁路水乡客厅站（不含）至
八坼站（含）段及衔接工程（浙江段）———嘉
善至西塘市域铁路省界段初步设计。

西塘线省界段初步设计的获批，推动
了省界“最后一公里”的打通，赋能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未来，西塘线可无缝衔接周边

城市线路， 实现沪苏浙三地轨道网络的贯
通，助力构建“轨道上的长三角”。项目建成
后，嘉兴市民可通过搭乘市域铁路，从嘉兴
南站直达上海虹桥站， 或通过换乘水乡客
厅站前往江苏等地， 享受高效的跨区域出
行体验。

水乡旅游线城际铁路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重点项目沪苏嘉城际铁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位于江苏吴江辖区。建成
后将和上海示范区线、 嘉善至西塘线在水
乡客厅站“握手”，实现一站换乘两区一县

通达上海、苏州、嘉兴。
线路全长 132 公里，起自上海示范区

水乡客厅站，经江苏吴江，与如通苏湖铁路
共线至南浔站， 经浙江湖州、 嘉兴桐乡乌
镇、桐乡城区、海宁盐官古镇至杭州萧山机
场。

水乡旅游线城际铁路设想的设计速度
160 公里/小时， 比设计速度 250 公里/小
时以上的高铁要慢一些， 但比地铁要快很
多，且设站比高铁更密集，更多区域的市民
可以在自家附近的车站就近乘车， 有不少

业内人士和市民将水乡旅游线城际铁路视
为一条“超级地铁”。

作为联接沪苏浙两省一市的重要跨省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水乡旅游线还将与示
范区范围内的沪苏湖和通苏嘉甬等干线铁
路、 如通苏湖城际铁路等共同构成高效衔
接、便捷换乘的多层次铁路网络，强化中心
城市紧密联系，打造 1至 1.5 小时城际交通
圈，推动江南水乡旅游资源整合，提升区
域经济发展活力， 支撑示范区高质量发
展。 （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合新铁路架设
接触网导线
6 月 4 日， 位于合肥市的合

新铁路站前七标施工现场， 施工
人员在架设接触网导线。

合新铁路线路自合肥枢纽引
出，经定远、明光、五河、泗县和江
苏宿迁， 至江苏新沂枢纽， 全长
343.5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建成开通后对促进沿线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日报通讯员 张 敏 摄

上海西岑建成全国最优地埋式污水厂
为长三角注入绿色动能

解放日报记者 吴卫群
雀鸟啁啾声中， 晨练的市民沿着

亲水步道慢跑， 若非工作人员指引，无
人能察觉脚下 15米深处，每天数万吨污
水正经历着化浊为清的科技洗礼……
这里便是与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隔河
相望的上实环境西岑污水处理厂。

上实环境西岑污水处理厂于今年
初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总投资 7.19 亿
元，占地 44.85 亩，出水水质执行地表
水准Ⅲ类标准， 堪称全国出水标准最
优的地埋式污水处理厂之一。

这一流线型“水立方”不仅标志着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基
础设施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更以科技
赋能生态治理，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和
优质营商环境注入绿色动能。

步入这座花园式污水处理厂，全然
感受不到传统污水处理设施的异味。高
质量运行的背后，离不开“AI+”智慧利
器。 连日来，污水处理厂技术人员依托
“AI+智慧水务” 的科技手段和覆盖生
产全流程的“数字孪生”智能管控系统，
动态、实时、高效地调整运行参数，从而
精准应对不断加码的污水处理需求。

在曝气池区域， 精准曝气结合纯氧
曝气的曝气方式， 能根据水质精准控制
曝气量并使用纯氧代替部分空气。 传统
污水处理厂风机轰鸣的场景在此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根据 AI 算法动态调节的
曝气量。

“这就像给微生物投喂‘定食’，AI
系统能预判水质变化， 提前调整氧浓
度，从而大大降低能耗。 ”上实环境上

海上实西岑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加祥说。

“这一整套组合工艺相当于给污
水做‘全身体检+靶向治疗’。 ”他指着
中控室大屏，解释实时跳动着的绿色数
值如何一一对应化学需氧量（COD）、
生物需氧量 （BOD）、氨氮 、总磷等 12
项关键水质指标，“这些关键指标显示
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准Ⅲ类标准，可直
接回用于河道补水、景观灌溉及建筑中
水。 ”

李加祥介绍， 有了这套覆盖 “感
知—决策—执行”的“AI+智慧水务”系
统，这座一期投产后日污水处理能力达
2.5 万吨的“庞然大物”只需几名技术人
员轮值，安全生产更是从“事后应对”转
向 “事前预防”， 从而保障生产的连续
性。

回到地面， 科技感瞬间切换为生
态美学。 这座绿意盎然的花园式工厂，
集生态公园及旅游集散地于一身。

光伏发电、 光导照明等技术的应
用， 进一步降低污水处理厂整体运营
的碳排放。 上实环境水务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魏鹏表示，“传统污水处理厂
的‘邻避效应’不可避免，我们打破魔
咒，秘诀在于践行‘双碳’目标，实现资
源增值。 ”

站在厂区办公楼的最高处远眺，
青西郊野公园满目青绿， 西岑科创园
区建设正酣……这一水务低碳转型的
数字化“上海方案”有望为全国行业提
供智慧减碳样板。

“快稳密”：长三角通关“三字经”
———解码 5.29 万亿外贸背后的流通密码

新华日报记者 宋晓华

今年 1—4月， 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进出
口值 5.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展现出
强劲的韧性与活力。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的新情况下，长三角地区通过区域物流降
本增效、营造高水平口岸营商环境，形成
了哪些发展新特点？

快！“联动接卸”让货物从“家门口”直
达全球

6 月初， 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
内，一批价值约 2万美元的生物医药制品
在“上海机场—苏州前置货站”办结相关
手续后，运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货
运飞机奔赴海外。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市、
跨关区航空前置货站，自 4月 7日正式启
用以来，已有 33.3吨货物通过该前置货站
出口到全球。

过去，苏州以及江苏地区企业的出境
货物需先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待民
航安检、海关查验等多个环节。前置货站
在苏州启用， 较常规模式节约物流时间
12—24小时，可降低地面物流成本 10%—
30%。

如今， 长三角地区物流互联互通、共
建共享，江苏企业“家门口”的出海通道越
来越宽。6月 5日，爱慕莎居家用品（太仓）
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保温壶在太仓港码
头顺利装船，这批货物将通过“联动接卸”
监管模式运抵上海后，直接搭载远洋货轮
出口海外。“联动接卸”模式是海关支持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该
监管模式下，可将太仓港视作上海洋山港
的货物接卸地和延伸地，进出口货物通过
驳船在两港之间水路运输，手续办结后即
可在洋山口岸直接提离或出境，实现进出
口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我们是最早参与‘联动接卸’监管模
式的企业，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也
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改革的红利，不仅
缓解了我们赶船期的难题，相比陆路运输
节省一半时间，物流成本每个出口集装箱
还能节省 400元。” 爱慕莎居家用品 （太
仓）有限公司关务顾芳芳说。

南京海关称，今年 1—5 月，江苏省
“联动接卸” 模式下进出口集装箱数量
14.4 万标箱， 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超
5000万元。 该模式下适用商品范围已涵
盖木材、机械配件、金属材料等，惠及 100
余家企业。

稳！高新技术货物查验确保通关“低
损伤”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
地区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
汽车等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已形成产
业优势集群。6月 6日， 一批真空包装、用
于控制器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单芯片
集成电路，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境后，
仅经过初步外观查验，不到 1天时间即运
抵张家港工厂。

让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跑起来”，得益
于长三角一体化高新技术货物进口布控查
验协同机制。 集成电路企业进口的许多仪
器设备和备件材料，采用的是真空包装，一
旦拆箱查验，品质性能就可能受到影响，甚
至损坏。 通过长三角一体化高新技术货物
进口布控查验协同机制， 相关进口货物在
进境口岸仅需接受初步外观查验， 海关通
过“交接棒”，安排货物目的地海关实施综
合处置， 最大程度减少因拆箱查验造成的
影响，提升通关效率。

“我们依托长三角海关一体化协作机
制，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关键物料的口
岸通关效率， 今年 1—5月已开展真空包
装进口协同查验 20票， 涉及货值超 480
万元。” 张家港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吴
凡介绍。

据南京海关统计，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
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全面推广以来， 已惠
及江苏 70家企业，今年 1—4月，享惠货值
达 71.8亿美元。企业物流效率显著提升，整
体查验时间缩短约 40%至 50%， 有效解决
了企业供应链、生产链中的卡点。

密！5799张口岸卡见证区域服务“零
距离”

如今，在长三角，区域“亲密度”提升。
5月 18日，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南京
分中心设立在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大厦
的示范区综合窗口成立 4周年。该窗口在
吴江海关协调下，加大对示范区内产业发
展和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实现与示
范区发展“同频共振”。“窗口设立后，不但
节约了企业在人力、 交通等方面的成本，
而且时间上更快，当天就可以办完，真的
很方便。”示范区窗口工作人员顾玉兰说。

示范区窗口启用后，已实现为电子口
岸用户制、换、补电子口岸卡及提供 IC卡
证书更新解锁服务等相关业务全覆盖。截
至 5月 31日，该窗口累计为苏州地区外贸
企业服务 3550次，发放电子口岸卡 5799
张； 累计为企业直接减少制卡成本约 30
万元，间接节约各类费用约 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