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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79年的宁波人方迪，大学毕业
后留在杭州工作，他的父母不定期来杭看
病。2021 年 7 月，杭甬异地就医开启医保报
销“双向免备案”，对于方迪来说，这是个重大
利好。

“以前我每次回宁波，都得背着厚厚一沓
票据去报销。有了‘双向免备案’，我可以直接
在杭州结算，什么都不用带，一趟都不用跑。”

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聚焦办好
民生实事，让政府做的事成为百姓满意的
事。“双城记”既是一件事关两地发展的大事，
也是一件影响无数人生活的小事。小事的一
笔一划，又关乎整张蓝图的成色与精彩。

杭州市医保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良告
诉记者，目前，“双向免备案”已覆盖杭州的
1130 家、宁波的 769 家医疗机构。2022 年
以来，杭甬两地共有 177 万余人次实现医保
互相结算，两地的人员往来愈加紧密。

在杭甬“双城记”中，还有诸多惠民惠企
举措。《行动计划》明确，锚定公共服务，实施

“一卡通”优质共享标志性工程。去年以来，
两地一口气谋划实施了23项惠民惠企举措，
涵盖企业保供互通、民生互惠互利、文旅服务
共享等方面——

杭州、宁波市民可互购公园卡。以杭州

公园卡为例，花 50 元，宁波市民就可以在一
年时间内，无限次进出包括西湖、西溪景区在
内的近 20 个景点。“这里门票一张 80 元，去
一趟就能把年费省下来了。”在西溪湿地景区
门口，宁波游客陈先勇表示。

两地还打通了市民信用体系。目前，杭
州“钱江分”已实现与宁波“天一分”互认、互
兑。这也意味着，两地守信的个人和企业，能
在双城享受同等信用专项服务。

“杭甬‘双城记’的核心目标，就是打造同
待遇。因为只有待遇相同，‘双城’如同城，人
才、企业能畅通交流，才能真正形成两座城市
优势互补、携手并进。”杭州市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杭甬还将以民生为发力
点，打造更加优渥的营商环境，为全省乃至全
国的区域协作探路、打样。

“唱好杭甬‘双城记’，要立足浙江，更要
跳出浙江，通过全方位紧密协作，将区域打造
为联通外循环、保障内循环、链接双循环的重
要枢纽。”宁波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下一
步，两地将通过提升城市综合能级、深化协同
发展机制、推进惠民利企事项，加快推动形成
错位协同、联动创新、竞合共赢发展格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路路 李李华华 应应磊磊 通讯员通讯员
褚陈静褚陈静 李广文李广文 郑凯文郑凯文））

聚焦民生 双城打造同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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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唱好““双城记双城记””合力拼经济合力拼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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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省、全国吹响拼经济的号角时，作
为浙江两大“龙头”城市，杭州和宁波将起
到什么样的作用？

唱好“双城记”，合力拼经济。杭州、宁
波 GDP 合计占浙江比重超过 44%。浙江
经济要稳，“双城”是压舱石。2022 年以
来，两地以清单式、项目化推进《唱好杭州、
宁波“双城记”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直连互通、产业共链成为扩
内需、稳增长的动力源。

一个是领跑数字经济的互联网之都，

一个是以制造业见长的东方港城。浙江经
济要进，“双城”是主攻手。通过四港（陆
港、海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制度互促等

“双城记”具体行动，两地放大港口、机场等
双循环枢纽效应，携手推进产业数字化、数
字产业化，为浙江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提供硬核支撑。

近日，记者深入杭甬两地的科研院所、
企业车间、机场码头、项目工地，实地感受
两座城市合力拼经济的信心和决心，近距
离观察“双城记”旋律背后的稳与进。

站在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建设工地，
举目望去，钢筋铁骨的大桥向碧空延伸开
去，为海岸线描上了金色的弧边。“目前工
程进度已经达到 80%，建成后将是亚洲最
大的海上枢纽互通。”项目建设方负责人
介绍。

近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
强调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指
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
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而基础设
施的互联互通，正是促开放、畅循环的先
手棋。

浙江推进“双城记”八大专项行动提
出：“以打造杭绍甬通勤圈为着力点，实
施基础设施互联行动。”围绕八大专项行
动实施的十大标志性工程中，杭甬四港
联动多式联运工程和杭绍甬 1 小时通勤
圈 共 建 工 程 ，都 是 推 动 互 联 互 通 的 重
头戏。

互联互通带来的动能，不仅限于杭甬
两城，还能联动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之 一 ——长江三角洲。

杭甬高速复线建成后，将与杭州湾跨
海大桥、舟山连岛工程金塘大桥相接，为区
域融入长三角打通“任督二脉”。与此同
时，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沿
海大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的通苏嘉甬高铁，
也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开工建设，将进一
步为长三角一体化“通经活络”，畅通双循
环大通道。

互联互通，意味着敞开大门拥抱彼

此。要联得深、联得紧，两地的资源禀赋是
先决条件。杭州空港、铁路等方面优势突
出，而宁波则坐拥世界级港口之利，两地重
大基础设施高度互补，成为推进互联的底
层契合点。

互联互通，两地动作不断。借船出
海，萧山至宁波舟山港的海铁联运班列越
开越密，目前已稳定在一天两班。2022
年 5 月，“东洲—乍浦—宁波”外贸集装箱
精品航线延伸至建德十里埠港成功获批，
让海河联运体系进一步向钱塘江腹地延
伸；借机飞天，萧山机场与宁波机场互设
异地货站，让宁波货物在家门口就可以

“办登机”。
政策加持，更让互联互通驶上快车

道。立足宁波海港和萧山机场空港优势，
两地连续推出贸易便利化举措，进一步破
除互联的“玻璃门”；立足自贸试验区建设，
杭甬联动创新，探索共建数字自贸区，建立

“两市口岸部门主导,两地海关全面参与,
其他口岸单位和部门共同推进”的合作
机制。

努力降低疫情影响，两地还成立工作
专班，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并开通绿
色通道助力企业空港通关便利化。

“一系列海铁联运奖励政策出台，进一
步促进企业外贸通道公转铁。”萧山—宁波
舟山港海铁负责人张亚文介绍，2022 年，
萧山至宁波舟山港年箱量将首次突破 10
万标准箱，成为杭州外贸企业融入双循环
的新通道。

互联互通 敞开大门拥抱彼此

在位于杭州的凌迪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一本“数字面料”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用
手机扫一扫，就能显示相应布料。无论色
泽、纹理都接近实物，甚至能模拟用手拉扯
布料。

“‘数字面料’的核心，是基于数据算法
的 3D 柔性建模技术，也是我们多年努力
研发的成果。”公司创始人刘郴告诉记者，
有了“数字面料”，企业承接海外订单时，省
去了反复修改、寄送的环节，大大节省了人
力和时间成本。在与凌迪合作的一长串企
业名单上，就包括数百家宁波企业，狮丹
努、太平鸟、凯信、长隆⋯⋯“不少企业今年
的海外订单逆势增长，最高的增幅超过
30%。”刘郴自豪地表示。

产业结构转型，是拼经济的一大着力
点。怎样转型？《行动计划》给出了指引：注
重发挥两地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智能制
造、港口开放等比较优势，形成齐头并进、
比翼齐飞的发展态势。

“杭州是数字经济之城，宁波则拥有全
国最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如果将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篇文章做好，就能把
双方的优势叠加，增强竞争力，让企业抢到
更多订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秦诗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记者注意到，最近一年，在杭、甬两地
围绕“双城记”制定的工作清单中，不约而
同地将数字和产业作为发力点——杭州实
施新制造业计划，通过加快建设工业互联
网平台体系、打造高端制造九大标志性产
业链等举措，双向提升高端制造竞争力；宁
波全力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打
造特色工艺集成电路、光学电子、智能成型

装备、智能家电等十大标志性产业链，推进
产业链现代化。

产业结构转型，正在杭甬遍地开花。
位于杭州的涂鸦智能，正在为制造企业赋
能——将一块块杭产芯片，装到一盏盏宁
波造的 LED 照明灯上。奇妙的效果出现
了：灯光能变换不同色彩，还能远程遥控，
性价比大大增加。“我们已经与宁波地区
3000多家制造企业开展合作，从智能家居
到电动工具，通过涂鸦赋能为其插上智能
化的翅膀，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涂鸦智能董事长兼总裁陈燎罕介绍。

位于宁波的海天精工车间内，龙门加
工中心等大家伙，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做
到了一屏掌控。“我们从事软件开发的子公
司，就设在杭州。”海天精工技术总裁田亚
峰说，公司产品的硬件和软件生产，就是双
城协同的最好案例。近年来，海天集团还
与浙江大学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协同攻
关，共同参与的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杭州、宁波也千方百计为产业合作铺
路搭桥，让创新“燃”起来。截至目前，两地
共建科研院所、产业技术研究院7家，合作
承担省级研发攻关项目33项，产业提升技
术 100 余项；2022 年以来，联合申报省“尖
兵”“领雁”项目90项。

“在‘有形之手’的不断助推下，过去两
地企业互投少的局面已经改变。我也相
信，经自身创新和转型需求的驱动，会有更
多的企业加入产业共链中，大幅提升浙江
制造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为产业和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秦诗立告诉
记者。

数字经济 和传统制造业嫁接

链接

2021年7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唱好杭州、宁波“双城
记”五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明确了“1+3”目标体系和18
个具体指标。1个总目标即到2025年，杭甬双城核心引领、错
位协同、联动创新、竞合共赢的发展局面将全面形成，杭甬双
城经济圈格局基本形成，对全省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更好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在这一总目标下，《行动计划》
还设定了“共建高质量发展标杆”“共建高水平协同样板”“共
建高能级带动典范”3个分目标和18个具体指标。

《行动计划》规划了八大专项行动和十大标志性工程，重
点聚焦城市大脑互联、科创大走廊协同、产业创新带共建、自
由贸易试验区片区联动创新、一小时交通圈共建、公共服务

“一卡通”共享、杭州湾南岸生态海岸带打造等内容。在交通
领域，两地将共同研究杭州内河港与宁波海港便捷联通方案，
积极发展海铁联运，探索推进高铁快运合作，并加密宁波至绍
兴至杭州南市域列车，推动江南水乡线绍兴至萧山机场段建
设，加快建设宁波至慈溪市域铁路，共同建设杭绍甬一小时通
勤圈。

五年行动计划

八大专项行动八大专项行动

十大标志性工程

资料来源：杭州市发改委、宁波市发改委 浙报制图：戚建卫

建设中的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建设中的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

2022年12月在杭州开幕的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参观者在体验虚拟驾驶系统。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朱海伟 摄

2022年12月在杭州开幕的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参观者在体验虚拟驾驶系统。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朱海伟 摄

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海铁联运作业场景。

2022年12月，“杭甬携手·诗路联姻 星空朗读会”宁波活动现场。

为方便患者，杭甬异地就医开启
医保报销“双向免备案”。图为宁波
市民在杭州市中医院就诊。

本报记者 赵路 摄

① 实施杭甬城市大脑互联工程

② 实施杭甬科创大走廊协同工程

③ 实施杭绍甬产业创新带共建工程

④ 实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宁波片区联动创新工程

⑤ 实施杭甬“四港”联动多式联运工程

⑥ 实施杭绍甬一小时通勤圈共建工程

⑦ 实施大运河诗路（杭甬段）共建工程

⑧ 实施杭甬公共服务“一卡通”优质共享工程

⑨ 实施杭州湾南岸生态海岸带共建工程

⑩ 实施杭甬协同达峰工程

❶❶ 以城市大脑深度互联为着力点，实施数字化整体智治
行动

❷❷ 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协同为着力点，实施科创体系共筑
行动

❸❸ 以打造高能级产业集群为着力点，实施关键领域产业链
共建行动

❹❹ 以自贸试验区片区联动为着力点，实施开放高地共创
行动

❺❺ 以大运河诗路共建为着力点，实施文旅品牌共塑行动

❻❻ 以打造杭绍甬通勤圈为着力点，实施基础设施互联行动

❼❼ 以民生“一卡通”共推为着力点，实施公共服务共享行动

❽❽ 以生态海岸带共建为着力点，实施生态环境共保行动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