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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每日电讯》8月17日报
道 2023 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迎来五周年。近期，记者走
访、调研、观察“嘉昆太”，探寻一个省
际毗邻地区生产总值将破万亿元大
关的发展故事，解码一个区域一体化
和协同发展的样本。

大格局和小尺度

上海地铁 11 号线兆丰路站外，
车流滚滚，高楼林立。此时，你的双
脚站在江苏省苏州昆山市花桥镇，
而50米开外就是上海市嘉定区安亭
镇。你请朋友去饭店吃饭，不经意
就会“跨省”；躺在床上点外卖，小哥
或许来自“外省”。但其实，一切都
是无痕且无感的。

苏州是江苏接轨上海的东大
门，昆山是苏州的东大门，花桥则是
昆山的东大门，这个层层递进的关
系，决定了花桥的地位和使命。2013
年，上海地铁 11 号线跨省延伸到昆
山，在花桥设了兆丰路、光明路和花
桥三个站。上海地铁 11 号线，成为
全国首条跨省地铁。

昆山市交通运输局运输事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方程炜参与了上海地铁11
号线延伸段的规划和建设。“县级市修
地铁，当时在国内还是头一遭。延伸
线的列车运行和信号由上海地铁负
责，站台管理则交给昆山。截至目
前，延伸线已安全运营约3000天，为
昆山培养了一批轨道交通人才。”

延伸线修成后，客流量迅速增
加，目前花桥三个站的每日进出客
流达到约5.5万人。“其中，始发站花
桥的客流最大，每天接近 2.5 万人，
以跨省通勤族为主，一度是整个苏
州客流量最大的地铁站。”花桥地铁
站值班站长李雅婷告诉记者。

记者在“双11”交汇的花桥站看
到，巨大的空中连廊已经显露雄
姿。从上海 11 号线的站厅出发，跨
过连廊，走下阶梯，宽敞的地面站厅
豁然眼前，这就是苏州轨道交通 11

号线花桥站。苏州11号线从苏州工
业园区开往昆山花桥，全线 28 个站
点，其中 26 个位于昆山；上海 11 号
线则从迪士尼园区直达花桥。人们
都说，苏州园林和迪士尼从此“同
城”直达。

“上海是我的工作，苏州是我的
生活。”住在昆山的王步超是上海一
家企业的软件工程师。地铁联通
后，他对未来有了新的憧憬：周末往
西逛园林、往东听歌剧，工作日进出
城不用堵车。

为把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落
到点上、落实落细，嘉昆太协同创新
核心圈2018年5月应运而生。嘉定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祖芳介绍，
五年来，三地聚焦“规划同圈、科创同
圈、产业同圈、交通同圈、生态同圈、
民生同圈、党建联建”，通过签订两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梳理合作项目清
单等方式，一步步把概念变为现实。

“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我认为有大、小两个维度。”上
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教授说，
大是指放眼全球，加快推进长三角
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小是指小尺度、
跨区域、更加精准的发展规划，这包
括以上海为核心的上海大都市圈规
划，也包括“嘉昆太”这样的省际毗

邻区建设。
行走“嘉昆太”，记者深深地感

觉到，一体化的意识、举措已经深入
到每个领域、每个部门，成为很多人
的自发选择、自觉动作。“谁家没个
上海亲戚呢”“我们和上海嘉定、宝
山讲话都是一样的”；昆山有一条沿
沪大道，太仓有一条临沪大道，太仓
人对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附近的太仓
路津津乐道……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这种自然的情感流露，也是一体
化发展的巨大内生动力。

高能级和低成本

位于太仓沙溪镇的太仓生物医
药产业园，一排排新建的标准化厂
房 拔 地 而 起 。 这 个 产 业 园 深 耕
CXO、医疗器械、生物制药三大产
业，未来目标瞄准1000亿元产值。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离上海
近，且拥有成本优势。”太仓生物医
药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王建宏和记
者聊起一个账本，太仓生物医药产
业园开车 40 分钟可到上海虹桥机
场，但这里的租金每天每平方米只
要1元。相比之下，苏州生物医药产
业园和上海张江“药谷”的租金分别
是每天每平方米3元和5元。

王建宏并不讳言，他们在上海
张江也有招商人员，“但我们和张江

是错位竞争，他们是国家‘药谷’，对
研发创新和企业总部有吸引力。我
们主打制造基地和新药动物实验产
业，大家在产业上形成了梯度布局”。

再看昆山，2022年，昆山市GDP
首次超过5000亿元，连续18年蝉联
全国百强县榜首。实有人口超过
300万，跻身“大城市”之列。这样的
成绩，与上海的辐射密不可分。

显然，对昆山、太仓这样的县级
市来说，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的
建设，能带来无限机遇。那么，产业
和城市能级相对更高的嘉定，又能
从中收获什么？

对此，嘉定区发改委主任管红
梅的回答是，要发挥嘉定的科技创
新优势，主动搭建服务平台。比如，
在嘉定召开的长三角科技成果交易
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五届，吸引长三
角 41 个核心城市相聚，累计交易额
突破7.7亿元。嘉定、昆山和太仓还
联手上汽集团等发起长三角产业升
级股权投资基金，累计投资金额逾
46 亿元，并推动被投资企业在科创
板上市。类似这样的服务，都是嘉
定和上海的核心功能和独特优势。

在管红梅看来，每个地方的资
源都是有限的，企业会按照市场规
律选择最合适的地方布局。“比如，
嘉定有家汽车零部件巨头，生产基
地设在太仓，总部、研发和销售仍在
嘉定。如此一来，他们在嘉定只占
用了 20 多亩土地资源，却贡献了上
十亿元税收。这样的产业布局，无
论对企业发展，还是对两地经济都
是有益的。”

嘉定的氢能产业发展，也和周
边地区形成了联动。嘉定氢能港总
经理邱鹏介绍，由氢能港企业捷氢
科技研制的氢燃料电池，被装在苏
州金龙制造的燃料电池公交车上，
在苏州下辖的常熟市开展批量化示
范运营——从上海的高能级平台出
发，辐射苏州等周边地区。这样的
故事，一直在“嘉昆太”区域上演。

一个“嘉昆太” 万亿增长极
——长三角毗邻区一体化发展观察

沪苏“双11”交汇,长三角一体化加速！资料图片

据《合肥晚报》8月17日报道 8
月15日，记者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各地“保交
楼”工作稳步推进，项目复工和建设
交付加快进行。通过督促各地多措
并举，服务“保交楼、稳民生”，助力
项目交付，解民生难题，使广大业主
能够及时地拿到房，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屋交付，是关系千家万户的
民生工程。为实时掌握每个“保交
楼”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安徽省住建
厅在全国率先启用了“保交楼”可视
化填报系统，实时跟进每个楼盘的建
设情况，并划分绿、蓝、红三个档次。

其中，红档代表停工，蓝档代表

正在施工，绿档代表已完工，能有效
地保障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的模
式。对于施工进度缓慢交房任务重
的，监管部门经核实后就会下发工
作督办函，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跟
政府的属地责任，确保把楼房保质
按期交给广大居民。

为了进一步实现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省住建厅牵头成立专班，
通过强化政企联动，落实落细政策措
施，在确保施工安全、项目质量的前
提下，高效精准服务企业，加快“保交
楼”工作进度，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在加快交付的同时，各地进一
步发挥工作专班作用，针对每个项

目，制定“一楼一策”方案、设立专项
监管账户，优先解决停工项目资金
问题，并明确交付时间表、路线图。
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市、县（区）两级

“保交楼”工作专班，加强专项借款
资金使用管理，对项目工程建设完
成情况进行评估审计，确保专项资
金用于工程建设。

“保交楼”的顺利推进，带动了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进度加快，有效
防范了商品住房逾期交付风险，稳定
了市场预期。据了解，安徽省保交楼
项目总数286个，目前交付完成率超
过50％。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
计数据显示来看，安徽省“保交楼”项
目交付完成率在全国居于前列。

安徽省“保交楼”交付完成率全国居前列
据《浙江日报》8 月 17 日报

道 记者 16 日从浙江省统计局
获悉，7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延
续恢复态势。

工业生产持续恢复，新兴产
业发展态势良好。7 月，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1806亿元，同比增
长5.9%。其中，人工智能产业制
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 8.6%、7.3%和 7.8%，增速高于
规模以上工业。1至7月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12618 亿元，同比
增长4.9%。

有效投资增长稳定，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1至7月，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

7月浙江经济
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