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lmb0808@8531.cn8 深读

一笑莫贪留
冲破制度藩篱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最重要的意义和成

果，以一体化的眼光去重新进行制度设计，才能更加惠及这块
土地和在这里生活的老百姓。

葡萄grape
未来，不仅是教育资源的互补，产业资源深入整合优势互

补会让长三角焕发新的生机。产业上下游的相互补给以及地
缘的优势补给将持续利好。

懂得知足学会珍惜
职业教育一体化是有建设性意义的，长三角人力资源丰

富但也存在着缺口，这种优势互补的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可
以提供高质量人才，为新兴产业输送新鲜血液。

潮客_av8phm
一体化的眼光看长三角，资源整合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

新颇有成效。长风破浪的长三角在未来
一定更有竞争力也更能汇聚高精尖产业
发展动能，冲啊~

灵魂画手
一体化就是一家人，常来常往，携手

共进。

潮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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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制度设计，往往表现在百姓的笑容里，体现在人民
的获得感里。

示范区的制度创新能够走出去，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能
够帮助人民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现在，提到示范区，人们就会想到，这里有跨省公交，嘉善
居民能够乘坐公交抵达上海；上海人到阳澄湖吃大闸蟹、苏州
人到迪士尼游园，都可以地铁出行；社保卡在示范区里可以跨
省刷，连房产登记都可以异地办⋯⋯

这些便利的背后，都有着精心的制度设计。旅游公共服
务一体化机制、跨省公交联运机制、医疗保障同城化机制、不
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工作机制⋯⋯每一项工作机制的确立，
就是一项制度创新的成果。

在示范区采访中，有很多居民在感慨一体化成果带来便
利的同时，还专门提到了教育的一体化。他们最直观的感受
是：“教育是最不可能一体化的。”“上海的教育资源，怎么可能
拿出来给江浙用？”

但即使是教育的一体化，目前也有两项制度创新获得了
全国推广——职业教育一体化工作机制和教师一体化培养
机制。

在操作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三地在职业教育方面允
许异地招生。嘉善的孩子可以到青浦、吴江上学，反之亦然。
这几年，仅嘉善赴青浦、吴江上学的青年，就超过了200位。

来自吴江的蔡嘉兴，如今就在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校学
习汽车营销。他对潮新闻记者表示，自己从小就对汽车感兴
趣，吴江的相关专业没有嘉善这么强，得知有机会到嘉善上
学，他二话不说就来了。

“嘉善县只有两所中职学校，之前开设专业，考虑更多
的是全面。有了跨区域招生机制，各地中职可以加强沟通、
集中力量、各展所长，避免重复浪费。”嘉善县教育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杨剑峰提到了制度创新带来的职业教育专业
优化。

以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校为例，职业教育一体化以后，这
所学校就把特色的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
物联网技术应用等专业列为着力打造的优势特色专业，同时
对青浦、吴江职校拥有优势的物流服务与管理、现代农艺技
术、家政服务与管理等专业进行弱化调整。

除了便利人民生活，高效推进项目、优化营商环境同样离
不开制度的创新。

5 月 24 日，示范区举行水乡客厅·方厅水院项目开工仪
式。这一全国首个“打破行政边界”的示范项目能够顺利开
工，背后也有着机制上的融合。

“在以前办理这样一个跨省域项目，需要跑 3 个地方、准
备 3 套不同的资料、盖 3 个不一样的章，但现在只需要跑一个
地方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流程，至少省掉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和
工作量。”执委会生态规建部副部长刘群星说。

构建统一立项、一体化审批、联合监管的全流程新模式，
这种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不仅有助于加快项目
进展，更被认为是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有效措施。

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做法，也迅速被长三角其他省际
毗邻区域和全国其他符合条件的省级毗邻区域学习。

大胆闯、大胆试，从示范区这个“试验田”“样板间”里，一
项项制度创新成果逐渐发芽、成长，一个个多年难有突破、实
质进展缓慢的堵点难点，得以冲破藩篱、惠及大众。

大胆闯大胆试
突破堵点难点惠及大众

3年多来38项制度创新成果全国推广

长三角“试验田”种出一体化样本
潮 声 | 执笔 陆 乐 何伊伲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创新，一直以
来都是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一套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则是提高治
理效能、改善群众生活品质的保障。

在不断打破常规的长三角，制度创新正
在不断开拓想象空间。日前，上海市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示范区成立 3 年多来，已形成 112 项具
有开创性的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8项
面向全国复制推广。

潮新闻记者注意到，这 38 项创新成果，
主要来自于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
项目管理、要素跨区域流动、税收征管一体
化、公共服务政策和组织机构运行模式 8 个
方面。

在土地管理方面，包括建设用地指标统
筹管理机制、存量土地一体化盘活机制、建设
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机制等；

在项目管理方面，则包括了统一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目录、统一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统
一产业准入标准、省际毗邻地区重大项目建
设联合推进机制、跨区域企业投资项目联合
管理机制、跨区域投资项目统一在线审批监
管机制等；

在公共服务方面，有旅游公共服务一体
化机制、职业教育一体化工作机制、跨省公交
联运机制、医疗保障同城化机制、清单制推进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教师一体化培养机
制、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工作机制等。

这38项创新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导向：一体化。

比如组织机构运行模式方面的制度创
新：理事会、执委会运行机制。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于
2019年11月1日正式揭牌成立，范围包括上
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
兴市嘉善县，被誉为探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试验田”和“样板间”。之前，国家发改委
公布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总体方案》明确，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
先手棋和突破口。

这片约 23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治理的
主体有些多元：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苏
州市、嘉兴市、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省
市县三级共八方力量，都对这片区域有属
地管理责任。大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
目标和主要任务都有所不同，也就天然存
在“温差”。

统筹协调跨省域、多主体的不同立场，引
导各方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共同努力，是创建
理事会、执委会运行机制的一大初衷。

这一制度建立后，理事会成为示范区的
决策平台，理事长由有关省（市）常务副省

（市）长实行年度轮值，成员则由所在省（市）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区县主要负责同志、有关
企业家组成。

执委会则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主要
负责区域发展规划、制度创新、改革事项、
重 大 项 目 、支 持 政 策 的 研 究 拟 定 和 推 进
实施。

截至目前，在京津冀的通州区与北三县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以及大湾区的深
圳、东莞等城市，都已经设立了类似“理事
会+执委会”的机构，用以推进跨区域的
协作。

而在税收征管一体化方面，38 项政策创
新中的一体化电子税务局建设，同样得到了
广泛应用。在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合
肥都市圈，杭绍甬一体化区域、皖北承接产业
转移集聚区、皖江城市带、合芜蚌自主创新示
范区、环巢湖地区等地，这一在原有省(市)电
子税务局系统架构上，建成界面、业务、功能
标准统一的一体化电子税务局办税专栏，定
期发布区域税收一体化工作的进展、政策解
读、办税服务的制度，已经得到了大范围的
推广。

八方面创新成果
一体化是共同价值导向
八方面创新成果
一体化是共同价值导向

示范区的这些制度创新成果能够在全
国逐渐推广开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
为它们直面了一个治理中的痛点：在区域
交界处，经常是出问题“没人管”，有好事

“抢着上”。
比 如 38 项 制 度 中 的 联 合 河 湖 长 制

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做法就是在跨界的水
体设置联合的河湖长，在上下游的地区单
位间构建联合监管、联合执法会商、联合监
测的机制体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最早就是为
了解决太浦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

太浦河流经吴江、青浦和嘉善，对三地
都有重要意义。对上游的吴江来说，它是
重要的泄洪通道；而下游的青浦和嘉善，则
把这条河定位为饮用水水源。

定位不一样，大家治水的标准自然也
不一样。下游想要的是一个至少Ⅱ类以上
的水体，但上游的水质要求低于下游。因
此，太浦河治理一度难以形成合力。

示范区成立后，在执委会的协调下，三

地聚在一起。无数次的协调会和头脑风暴
后，联合河湖长制度诞生了。青浦区环境监
测站负责人告诉潮新闻记者：“大家联合进行
巡河、水质监测、执法会商、河湖保洁以及河
湖治理等各项工作，实现了责任共担。”

如今的太浦河，已经是有名的拍鸟胜
地，每年有万余只候鸟在此越冬。诞生于
太浦河上的联合河湖长制度，也迅速被全
国各地学了去。在环太湖区域、皖南—浙
西—浙南生态屏障区域、长江生态廊道、淮
河—洪泽湖生态廊道、新安江—千岛湖生
态补偿试验区等区域，联合河湖长制已经
成 为 了 跨 区 域 水 生 态 治 理 的 重 要 制 度
保障。

除了明确责任，示范区制度创新的另
外一个特点，是提升地区之间的协同程度。

比如说在产业上，示范区就出台了统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和统一产业发展
指导目录两项制度，目的在于统一跨省域
产业发展导向，避免同质化竞争和恶性竞
争，这两项制度同样属于38项制度创新。

具体到操作层面，2020年7月，示范区
执委会发布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
范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20 年版）》和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
启动区产业项目准入标准》，根据示范区各
个片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对“示
范区应当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各个片区可
以落地什么样的项目”作出了回答。

在这两个文件中提到，嘉善县将重点
发展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
新兴产业。

不久前，潮新闻记者在嘉善县采访时，
就去了生产电子纸的浙江东方科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设在嘉善县的总部
基地今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集模组产品的
生产、设计、研发、销售于一体，可年产智能
物联网电子纸1亿片。

为什么来到嘉善？公司董事长周爱军
的回答很直接：产业链上下游的优势，“公
司很多包括原材料、仓储、运输等方面的上
下游企业都在长三角地区，嘉善又正在大
力发展新材料产业。”

可能也正是因为看到项目管理上形
成合力后对招商引资的推动作用，在虹桥
—昆山—相城、嘉定—昆山—太仓、金山
—平湖、顶山—汊河、浦口—南谯、江宁—
博望等长三角地区省际毗邻区域，示范区
统 一 项 目 管 理 的 有 关 政 策 也 被 平 移 了
过来。

明确责任提升协同度 制度创新直面治理痛点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角
本报记者 何伊伲 摄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青年集体婚礼在嘉善县大云镇举行，来自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嘉善县的100对新人举行集体
婚礼（本报资料图）。 拍友 胡凌翔 胡引凤 摄

苏浙沪三地的保洁船在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苏浙沪交界水域太浦河流域联
合清理水面浮游植物（资料图）。 新华社发

苏浙沪三地的保洁船在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苏浙沪交界水域太浦河流域联
合清理水面浮游植物（资料图）。 新华社发

·资 讯·

“太感谢你们了！大清早的，幸好
你们及时赶到将突发的山火扑灭，不然
后果真不堪设想。”近日，绍兴市上虞区
道墟街道积山村党支部书记范水龙紧
握应急救援队员的手感激地说。

事情发生在当天早上 5 点多，积山
村附近一处山上突发山火，着火点浓烟
滚滚，火势汹汹，情况十分危急。火情就
是命令，道墟街道综合应急救援队全体
成员第一时间会同辖区森林防灭火专职
消防员、巡查员等迅速赶至现场灭火，这
一过程仅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由于
到达及时，在众人的努力下，经过近1个

小时的紧张扑救，火势得到有效控制，未
造成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

此次迅速扑灭火情，得益于上虞区
架设“快响直达”应急救援网建设的快
速反应、有效落实。今年以来，上虞区
围绕三个“一号工程”谋篇布局，聚焦

“全灾种、大应急”，按照“全域覆盖、一
年建成”总体目标要求，多措并举推动

“快响直达”应急救援网建设，同时结合
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摸清
风险隐患底数，提高安全生产和消防事
故“救早灭小”工作能力，坚决防范和遏
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助力建设朝气蓬

勃、近悦远来的“青春之城”。
“以前部分乡镇街道发生险情，需

要从其他综合应急救援站调派人员前
往，路上耗费的时间较长，很可能错过
最佳应急救援时机。如今，上虞区通过
架设‘快响直达’应急救援网点建设，辖
区一旦发生险情，救援人员直接从当地
应急救援网点出发，往往 15 分钟内便
能赶到现场，大幅提升了‘救早灭小’的
可能。”上虞区应急管理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为破解基层应急和消防融合“瓶颈”
难题，上虞区根据绍兴市下发的“快响直

达”应急救援网建设方案，及时协调各部
门专题推进，明确新建14个综合应急消
防救援站计划，共涉新（改）建营房1.8万
平方米，基建投资3360万元，招录应急
消防救援队员240余名，实现全区基层
乡镇街道综合应急消防救援站点全覆
盖，完成了应急和消防力量的融合。

上虞区在全区20个乡镇街道都配
备了 4—8 名应急消防管理办在岗人
员、确保1名以上行政执法资格人员的
基 础 上 ，综 合 应 急 救 援 站 点 内 配 备
10—15 人以上应急和消防救援人员，
均全年在岗工作，并由乡镇街道统筹开

展日常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综合
应急值班备勤等相关工作。同时，上虞
区派驻应急管理局纪检监察组以直插
现场的方式进入“快响直达”一线开展
监督，提高基层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为使“快响直达”综合应急救援网
建设更好地落地见效，上虞区严格履行
应急值班、信息收集和上传下达、应急
响应和协调指挥等职责，制定重点领域

“十条硬措施”，发动基层应急力量迅速
投入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此外，持续推进“一键启动、全域响
应”预案数字化改革，实现突发事件现

场 30 分钟内可视化连线指挥调度机
制，切实提升应急救援指挥质效。

据悉，目前，上虞区已有“快响直
达”综合应急救援站 9 个，今年以来共
接火警 199 起，经基层应急消防救援
后，轻微火警数占比 94.9%，实现了基
层消防应急救援“救早灭小”的预期目
标。在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行动中，经应急救援站点“触角式”

“地毯式”参与，累计排查发现的22877
个问题隐患，已完成整改 22692 个，立
案查处企业单位476家次，确保应急管
理工作取得实效。

上虞区构建“快响直达”救援网 筑牢基层应急“安全墙”
孙金良 陈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