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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览长三角

建立跨区联合河湖长机制，常态化
推进联防联控举措；开展联合巡河行动
及时解决水体问题，便捷服务更能跨域
共享。南京主城水系纵横，跨区河流众
多，过去，存在上下游、左右岸推诿扯皮
等现象，共管河流往往存在各种问题。

连日来，记者走访主城多区了解
到，在治水实践中，不少区域率先探索
跨界河流共治机制，通过人员联动、信
息共享、制度共商、问题共治，实现跨界
河湖系统管护，打破物理界限的“楚河
汉界”，共同治好一城清水。

开展联合行动，问题“现场办公”

11月初，秋日暖阳映照在外秦淮河
面上，粼粼波光映射着古老的城墙。岸
边，秦淮区双塘街道联合建邺区南苑街
道的十余名工作人员正在对外秦淮河
（集庆门大桥至凤台桥段）水域进行日
常巡查。

双塘街道城管科水务干事卫志康
就是其中一员。“外秦淮河边垂钓只能
一人一杆，麻烦您把这边杆子收一下。”
看到岸边有一人多杆垂钓现象，卫志康
立刻上前劝阻，并发放“致秦淮河垂钓
爱好者的一封信”。

记者了解到，外秦淮河（集庆门大
桥至凤台桥段）处于双塘街道和南苑街
道的交界处，约650米的范围以河中间
为界，两岸分属两个街道管辖。去年起，
两个街道主动打破行政体制的约束，开
展跨区域联合巡河工作。

卫志康告诉记者，联合巡河过程
中，工作人员重点对河道两岸有无乱堆
乱放、乱搭乱建以及倾倒生活垃圾现
象、河中有无漂浮物、有无排污口、堤防
是否安全等情况进行实地巡查。一旦发
现问题，就拍照记录，并通过手机平台

传输至管养单位进行处理，处理完成
后，将在平台端进行闭环回复。

建邺区南苑街道河长办科长朱涛
介绍，目前，外秦淮河的环境相比以前
有了很大的改善，无论是河水质量，还
是两岸的环境和景色，都更加吸引市民
游客前来散步赏景。

双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宏亮告
诉记者，下一步将继续加大联合巡河频
次，进一步加强跨界河流信息共享、协
同管理，构建目标明确、责任清晰、机制
顺畅、监管有力、保护有效、齐抓共管的
跨区域联动治河长效机制，推进河湖综
合治理，建设美丽生态河湖。

探索联席机制，水体协同治理

“10 日下午 3 点 35 分，南十里长
沟 颐 和 家 园 断 面 水 体 氨 氮 指 数
0.67mg/L，水质监测合格。”11日上午，
玄武环境集团养护部工作人员在巡河
时，上传了水质监测信息。这条位于玄
武、鼓楼、栖霞三区交界处的河流，过
去曾一度出现主流水质超标现象，通过
三区合力共治，如今南十里长沟各监
测点水质稳定达标。

记者了解到，2021年起，玄武联动
秦淮建立联合河长制，针对友谊河、东
玉带河、西玉带河以及内秦淮河东段
等4条跨界河流，实施联合防控、联合
治理、联合会商、联合巡查等多项具
体举措，完善跨流域、跨行政区域河湖
治理管护体系。

今年，联合共治的“朋友圈”进一步
扩大。玄武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去年建立玄武、鼓楼、栖霞区级联合
河湖长制基础上，今年8月10日，在南
京市河长办指导下，三区再次召开跨界
河湖联席会议，聚焦南十里长沟上半年

主流水质不达标“症状”开出共治“清
单”，涉及相关单位积极认领，进一步厘
清责任，凝聚合力。

通畅的沟通机制，也让共治路径
更通达。玄武区环境集团养护部工作
人员陈博雅回忆道，在一次南十里长
沟日常巡河过程中，工作人员监测到
一处断面水质超标，沿河道边线向上溯
源百余米后发现，位于栖霞区的一处工
地存在污水下河现象。工作人员与栖霞
方联系后取得迅速回应，责令工地即刻
整改，从而解决了污水下河问题，水质
重归合格。

服务跨域共享，共治成果宜人

不仅问题跨界共治，服务也能跨
域共享。“戴好口罩，带好身份证，来这
里做核酸检测……”在秦淮新河船闸，
一艘艘停泊的船舶静静地等待核酸检
测。今年4月起，建邺区双闸街道联合
相关部门在秦淮新河船闸开设了南京
首个水上新冠肺炎病毒核酸采样点，
为往来船员提供“水上核酸”送检服
务，一直持续至今。

据了解，秦淮新河流经建邺和雨花
台两区，河道全长16.88公里，格子桥至
入江口为建邺区双闸街道管辖，其余区
域为雨花经济开发区管辖，集行洪、灌
溉和航运功能于一体。以往，船员们通
过水上的一些其他渠道进行核酸检
测，不仅费用高，每人每次可达到500
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现在工作人员
驾驶船只，主动“上门”免费服务，不但
能提高船只的通过效率，也为船员们
除去了核酸检测的烦恼。

让跨界河流治出更美风景。去年12
月，双闸街道、雨花经济开发区建立联
合河长制，实现域内“分界不分家”。

“随着联席会商、联防共治、信息共享
等一系列工作机制的成立，双方打破
区域界限，推进秦淮新河跨界流域治
理合作再深化。”双闸街道副主任李继
光说，上下游、左右岸等不同行政区
域河长之间信息共享，建立河道河长
QQ群、微信群等。

每季度，双闸街道与雨花经开区都
会召开跨界流域座谈会，针对问题提出
整改建议。两地还针对排污监管、跨界应
急演练、跨界流域环境风险源分布及突
发环境事件响应等进行协商并提出应对
措施。共治力度下，如今的秦淮新河水清
岸秀，吸引附近居民徜徉打卡。“每天我
都要来散步，看着好风景心旷神怡。”家
住正荣润峯小区的居民徐喜说。

联合共治的步伐迈得更远。2020
年起，南京市水务局启动建立跨界河
湖联防联控机制，梳理市内区级跨界
河道35条，设立区级及以下联合河湖
长超80名。同时，南京也在探索跨省、
跨市河湖的联合河长机制，加强更大
层面联合治水力度，治好一城清水，为
长江大保护贡献力量。

「来源：11月14日《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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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破“一地一段一岸”治理的局
限，市河长办于2021年9月专门发文要
求各地对一些重要河湖实行联防联控
机制，建立联合河湖长制度。如宿松
县、望江县两县开展杨湾河跨界河湖联
防联控专项巡查活动。此外，2021年6
月，安庆池州两地建立了长江干流跨界
联合河湖长联防联治机制，于 2022 年
11月初开展了专项行动。本文中江苏
南京在主城区范围内探索跨界河流共
治机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南京探索跨界河流共治机制

打破“楚河汉界”共治一城清水

11 月 15日上午，记者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下称“示范区”）三周年建设成果新
闻发布会上拿到一份“成绩单”：三年来，由上海青
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组成的示范区累计推出了
制度创新成果112项，其中38项已面向全国复制推
广。随着沪苏嘉城际铁路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工，
示范区持续推进的重点项目已达108个，示范区开
发者联盟成员单位数量扩大到了53家。

示范区两批制度成果已经初步形成一体化
效应。比如，在规划管理上，示范区“一张蓝图管
全域”；在生态环保上，青浦吴江嘉善执法“三统
一”；在要素流动上，示范区做到了知识产权跨省
域联合保护，科技创新券跨省域通用通兑；在公
共服务上，面向两区一县居民推出社保卡“一卡
通”服务。

在示范区嘉善片区，通过运用浙江全省66项
重大改革（应用）成果，形成了全国首个跨省域区
块链平台“区域协同万事通”等18项数字化改革成
果，其中政务服务一体化、医保一体化改革分获浙
江改革创新最佳实践案例和浙江改革突破奖。

在重点难点领域聚力攻坚，示范区今年又推
出39项新成果。例如，出台碳达峰碳中和具体实
施方案，打造一批绿色低碳示范片区和项目；出台
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推动示范区从公共服务领域

“分散式”跨域合作，走向系统全面的整体谋划、一
体推进，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跨省域实践范例。

一体化红利逐步释放，带来高质量发展动
能。三年来，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4%，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9%，2021年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达2411家，较上年增长31.5%。值得
一提的是，近3年，示范区嘉善片区的规上工业总
产值增量超过示范区成立前10年的总增量，预计
今年将首次突破2000亿元。得益于一体化，浙大
智慧绿洲、祥符实验室、嘉善复旦研究院等一批
科创载体持续导入嘉善，嘉善高新技术企业数
两年翻番，蝉联浙江“科技创新鼎”。

今年，示范区发展将迈向新台阶。国家发改
委推动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
点，规划设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数据中心集群；苏浙沪两省一市政府联合出台对
示范区第二批17条支持政策，在省级层面进一步
形成合力；一批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成员也将继续
深入参与到示范区生态环保、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等重点项目的第一线，为示范区建设持续赋能。

“示范区执委会将与三级八方、两区一县紧密携手、各展所长。”示范区理事会
秘书长、执委会主任华源说。

「来源：11月16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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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上午，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项目开
工仪式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
浙江嘉善三地同步举行。此次开
工的 13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206亿
元，既包含了跨区域、跨流域的
生态环保、互联互通项目，也包
含了创新引领的数字经济、总部
经济项目。

记者注意到，这次开工的蓝
环嘉善段一期工程，属于长三角
水乡客厅蓝环工程项目的重要一
环。以两省一市交界原点为中心
的水乡客厅是长三角首个跨省域
共投共建共享项目，前期，位于青
浦区的蓝环先导段项目已施工完
成，本次开工的蓝环嘉善段一期
工程将延续跨省共建的模式，从
建设、管理到运营都采取统一标
准。为此，在水乡客厅项目启动之
初，三地就共同出资成立了“水乡
客厅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由一个
市场主体管开发，一体化、专业

化、市场化地运作和推进项目。
绿色产业跨越式发展，让生

态的底色更浓。此次新开工的善
睿半导体项目落户嘉善经济技术
开发区，由上海矽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成为示范区在数字
经济领域一体化项目合作的又一
成功范例。对标《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发展
指导目录》，青浦区圆通国际金
融和科技总部项目、科西嘉（上
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项目、
迈为光伏项目、元荡生态修复及
岸线提升工程（三期吴江段）等
一系列项目，都紧紧切合示范区
倡导的功能型总部经济、融合型
数字经济、生态型湖区经济等产
业发展定位。

据统计，示范区成立 3 年来，
115 个 重 大 项 目 开 工 率 已 超 过
60%，其中 26 个跨域项目开工率
达77%。

「来源：11月15日《浙江日报》」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16日，2022长三角企业100强
排行榜将揭晓，长三角民营企业
百强榜及其发展报告也将首次发
布。以上一年度企业营收为入围
标准，今年民营百强的上榜门槛
为 421.7 亿元，36 家企业入围“千
亿俱乐部企业”，2家企业营业收入
超过5000亿元。其中，阿里巴巴、恒
力集团、浙江荣盛、上海万科、浙江
吉利分列前五。

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主要
经营规模指标均保持较快增长。其
中，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19305.7亿
元，比上年增加17976.2亿元，增
长率 17.74%，增速明显高于全国
GDP增速。疫情阴影之下，长三角
民营百强表现出的发展韧劲和抗风
险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根据此前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长
三角共有224家企业入围，几乎占
据半壁江山，其中浙江和江苏分别

以 107家和 92家入围企业领跑全
国。此次发布的长三角民营百强榜
单中，浙江和江苏也以46家和38
家企业占据优势。

从行业看，民营制造业表现强
势。尤其是冶金、石化等行业，上
榜的9家民营企业增长强劲，经营
业绩创出新高。

此外，数据显示，汽车及零
配件行业的民营企业已率先形成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止跌回稳的态
势，后期新能源汽车销售发力有
可能带动行业重回增长趋势；化
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综合制
造、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制造、
家用电器制造等行业的民营企业
经营业绩也有不俗表现，增长势
头良好。这些行业共同增长使民
营制造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
单，成为支撑起长三角民营百强
企业整体稳步增长的动力源。

「来源：11月16日《解放日报》」

2022长三角企业100强排行榜揭晓

民营制造业表现强势

媒体记者在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
馆重华殿内参观（11月14日摄）。

位于浙江杭州的德寿宫遗址是南
宋临安城内一处重要的宫苑遗址，曾有
宋高宗、宋孝宗等在此居住，宫殿与园
林并置，是江南园林的集大成作。1984
年德寿宫遗址首次被发现，先后经历四
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2020年12月，
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建设正式开工，依托
考古遗址，采取了室内展示展陈、数字
化展示、遗址模拟展示等手段，系统展
示南宋历史文化全貌。历经近两年的
修建，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将在今年11月
中下旬对公众开放。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南宋德寿宫遗址

博物馆将开放

开车在隧道中穿行，可以通过中
途的出入口，进入地下空间停车、换
乘地铁，前往综合体或者上班。这种

“城市隧道+地下车库”组合而成的新
的道路形式——地下环路，目前正在
南京落地。作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形式之一，位于河西欢乐滨江城市体
的一条地下环路已完成主体结构施
工，江北新区地下空间的地下环路也
正在建设中。

河西、江北等区域是我市地下空
间发展的重点地区。推动地上地下一
体化开发，尤其要完善地下交通设
施。在扬子江大道西侧，天保街与平
良大街之间，有一条新建道路被命名
为江侨路，道路表面看并没有特别之
处，只是在经过摩天轮下方时，以下
穿隧道形式通过。作为一条地下环
路，玄机就在隧道内。隧道全长 580
米，只有一舱，却宽达15米，可实现双
向4车道通行。记者看到，在隧道两端
的挡墙处，分别设置了一处车辆进口
和出口，隧道与进出口连接处，还设
置了几根柱子作为隔断。“这既构成
了隧道与地下停车区域的连接通道，
也可以隔开隧道通行车辆与右转进

库车辆。”建设单位华侨城欢乐滨江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车辆可以
在欢乐滨江的地下，以单向循环的形
式停车和进出隧道。

设计单位苏交科首席工程师、省
地下空间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黄俊介
绍，地下环路以集散、到发交通为
主，以满足区域的内、外路网衔接为
主要目的，主通道通常为地下环形布
置。在城市核心区地下空间高强度综
合开发中，具有极高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效益。

华侨城欢乐滨江是我市重点文
旅项目，将打造集商务、娱乐、文化、
休闲为一体的滨水城市微度假目的
地。未来建成后，势必对周边形成吸
引效应。地下环路的建造，可以减少
车辆对地面的干扰，也满足了游客的
停车需求。而隧道段的上方空间释放
后，将与 139 米高摩天轮共同形成慢
行友好的休闲广场，并与滨江风光带
无缝衔接。

黄俊告诉记者，省内已建成苏州
中心广场和无锡锡东新区地下环路，
南京则规划建设江北新区、鱼嘴、河
西华侨城等多条地下环路，尤以江北

规模最大。
江北新区地下空间一期二工区地

下环路在封底之后，正在逐级推进封
顶。施工总包单位葛洲坝集团公司现
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段环路地面是
规划道路，与周边道路和街巷串联，道
路侧面设环路入口匝道，车辆可通过
匝道进入地下二层。记者来到地下看
到，一些停车区域已经初具形状，一处
处门形通道可供车辆在负二层交通大
平层转换。“匝道建好后，即可实现地
下环路与交通大平层停车区对接。”这
位负责人说，人们停车后，可利用电梯、
楼梯等前往地下商场、办公楼、地铁等
区域，非常方便。

按照设计，该环路总体布局呈“三
小环、一大环”的“目”字形状。交通大
平层设置了逆时针单向环路，并在大
环路里划分出 3 个小环路，环路中间
全部设置为停车区域，预计将有 1.32
万个停车位。在地面，定山大街、石佛
大街、横江大道等共设有8处出入口。
如同城市隧道一样，车辆可随时利用
出入口进入地下空间，通过环路寻找
江北巨大的地下城泊车区域。当然，也
可以利用地下环路，避开地上交通，前

往其他道路出入口。
黄俊介绍，近期，由苏交科参与

编制的《城市地下环路设计标准》已
通过专家审查。该标准规定了城市地
下环路的总体设计、路线设计、出入
口、附属设施、交通设施等标准，并
把地下环路分为环形、枝叶形和组合
形（前两者结合）。河西欢乐滨江环
路就属于枝叶形，江北新区地下环路
则为环形。

「来源：11月16日《南京日报》」

■ 编后

随着现代城市发展，如何将城市
发展从"摊大饼式"向"三维立体式"推
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
提升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环
境品质、拉动功能价值，成为摆在人们
面前一个紧迫而必须的课题。从一些
先发地区的经验看，立体城市与复合
建筑或许是一个答案。其特点是竖向
发展、大疏大密、产城一体、资源集约、
绿色交通、智慧管理。本文介绍的地
下环路是一种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形
式之一，值得我市借鉴。

河西江北分别开建地下环路

推动地上地下一体化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