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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港头门港区 叶兴良 摄

深接轨 促北融 强南联

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陈久忍

台台州
风从海上来，潮涌台州湾。

“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杭台高铁、长三角民营经济跨区域协同合作等3个案例入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五周年重大标志性成果；成功加入长三角创新创业发展联

盟，引进上海电气、江苏清陶固态锂电池、安徽酷哇科技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高标准举办上海·台州周活动，推动台州美景美食登陆上海滩......去年以来，台州坚持全市域全方位“融长接

沪”，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块、重点项目攻坚破难，抓好经验成果提炼，在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结出累累硕果。

今年，台州将继续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围绕“深接轨、促北融、强南联”，聚焦重大改革、重点领域、重点事项，深入推进温台跨区域发展政策协同试验，持续实施创新一体

化、畅通一体化、协调一体化、开放一体化、共享一体化、安全一体化、美丽一体化等行动，力争形成更多具有突破性和台州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产业引领
推动开放协同深化
台州毗邻宁波、温州，与上海也不过

2 个多小时高铁里程。台州聚力推动开
放协同深化，推动产业链高水平协作、毗
邻区域高质量共建、跨区域政策高标准
协同、开放平台高层次合作，形成上海大
接轨、宁波大融入、温州大联合的态势。

台州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加
快谋划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台州协作
区，深化与上交所战略合作，推动更多台
州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推进实施《宁波都
市圈发展规划》，共谋共推一批重大战
略、重大项目、重大平台；与温州深化民
营经济跨区域发展政策协同试验，重点
在市场规则、要素流动、执法监督等方面
取得协同标志性成果⋯⋯

目前，台州正以浙东工业母机集群
名义，联合宁波、嘉兴共同申报国家先进
制造业集群；对标上海打造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加强与上海营商环境建设协同，
已整理形成 19 个方面共 113 条对标清
单；积极打造甬台一体化合作先行区，沪
甬台（三门）合作产业园已累计完成投资
18亿元，招引落地10多个优质项目⋯⋯

在黄岩区澄江街道，台州清陶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的主厂房正在紧锣密鼓建
设中，将于2025年正式投产。清陶能源
项目是省重大产业项目、省扩大有效投
资“千项万亿”项目，一期达产后年产
10GWh 固态锂电池，配套汽车动力、储
能等市场。该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丰
富台州新能源产业结构。

台州以做强“1+1+9”产业平台为牵
引，重点依托台州湾新区、台州湾经开区
两大主战场，聚焦“战新产业+未来产

业”体系，紧盯上海等重点产业园区，主
动对接长三角区域开展产业协作，全面
融入长三角新一轮产业链供应链重塑。

去年以来，上海电气、江苏清陶固态
锂电池、安徽酷哇科技等一批标志性项
目相继落地。台州湾新材料产业园等
23 个重大项目被推送至国家发改委申
请增补列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
四五”实施方案重大项目库。

3 月，台州港头门港区、龙门港区和
健跳港区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台州港
区实现全面开放；5 月，台州综合保税区
封关运作，首票业务顺利开展。台州通
过搭建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度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今年以来好消息不断。

依托综保区建设，台州主动承接上海
港、宁波港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外溢，加
快谋划化工、石油及制品大宗商品交易平
台。同时，加强台州港与上海港、宁波舟
山港合作，把台州港从喂给港逐步培育成
经停港，全面降低台州进出口货物运输成
本；加强与温州近洋航线的合作，进一步
开拓RCEP成员国新近洋航线。目前台
州港已开通2条港区驳运“水上巴士”、4
条市际支线，其中台州港到温州港每周
10班至13班，台州港至宁波舟山港集装
箱航班已实现“天天班”。

科创合作
招引高端资源要素
去年 7 月 4 日，2023 上海·台州周

活动开幕式暨台州城市推介大会在上
海举行。开幕式上，一批重大项目集中
签约，涵盖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文旅
等多个领域，为台州壮大产业集群注入

崭新动能。
在上海这个龙头的辐射带动下，复

旦大学张江研究院台州数字经济创新中
心、西门子台州制造数字化赋能中心、启
迪之星浙东南创新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子
台州，华海药业、利欧集团、永强集团也
将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实现两地资源共
享互补，助推企业向智能化发展转型。

当前，长三角地区正在成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龙头引擎，各类高端要素、高
端产业、高端科技集聚爆发。台州通过
大抓招商、大抓人才、大抓科技，加快招
引各类高端资源要素，全面融入长三角
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局。

台州提出，今年力争在长三角区域
招引 10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力争从长
三角地区引进“500精英”创业创新人才
30名以上，推动外部成果在台州孵化10
个以上，尤其是要聚焦低空经济、算力、
氢能、半导体等战略新兴产业，进一步强
化前沿尖端项目的招引力度。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与浙江妙月航天应用科技有限公司的微
纳 卫 星 联 合 实 验 室
进驻台州。妙月
航 天 主 要 生 产
低轨科学实验
卫 星 ，协 助
科 研 院 所
进行验证
实验，是
台州“科
创 飞 地 ”
结 出 的 果
实 之 一 。 企
业研发基地设
在台州（上海）国

际创新中心，生产基地、数据接收基地建
在台州，力争在 2026 年底前构建由 28
颗遥感卫星组成的星链，为县域农作物
估产等多个应用场景提供高质量卫星数
据服务。

近年来，台州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机遇，加快推进“科创飞地”建
设，以“长三角智力”嫁接“台州制造”，通
过“研发孵化在外地，注册转化在台州”
的模式，将更多科创成果和人才引入台
州，推动台州与长三角城市区域市场协
同、科技创新一体、产业发展联动。据统
计，2018年以来，台州市县两级在上海、
杭州等地设立多个“科创飞地”，总面积
约 5 万平方米，共引育在孵项目 100 多
个，包括7个领军人才项目，产业化落地
台州项目20个。

走出去，更要引进来。与复旦大学
张江研究院共建科技创新园、临海·墨尔
本跨境融合创新中心；与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共建浙江省水暖阀门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创新打造零碳技术应用示范中
心；与上海光机所合作共建台州光电产
业创新中心；与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共

建浙大—仙居医疗器械产业科技创新
发展基地⋯⋯台州市县两级联

动长三角区域高校和科研院
所，多措并举引进科创资源，

更好赋能台州产业发展。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联合长三角地区三省
一市高校、企业和模
具协会共同发起成立
长 三 角 模 具 产 教 联

盟，破解长三角模具企
业转型升级中面临的核

心技术突破难、龙头企业
作用弱、人才结构失衡等问

题，为全国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协同育人提供了经验和样本。

成果共享
增强人民幸福感受
5 月上旬，“追着阳光去台州”上海·

台州文旅美食市集在上海东方明珠电视
塔广场火热开启。台州 20 余家文旅企
业，为上海市民带来了一场集美食、美
景、美物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台州文旅资源丰富，尤其美食美景
享誉全国。举办长三角文化和旅游治理
协同发展大会，组织开展“台州菜”美食
品鉴会、上海·台州周文旅市集等一系列
长三角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全力打响“追
着阳光去台州”文旅品牌，展示了台州别

样的风土人情魅力。
区域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到人的发展

上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台州重点在交通便民、教育利民、
医疗惠民、文化育民等方面发力，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交通方面，台州织密交通互联网络，
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让老百姓出行更
便捷。中国首条民资控股的高铁PPP项
目杭台高铁的建成投运，让台州加入了
杭州一小时交通圈；台州机场改扩建工
程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将于今年内投
运；甬台温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台州
段、甬台温高速公路（三门联络线）加快
建设；甬台温高铁完成预可研报告，并
列入多个国家层面规划；杭温铁路启动
联调联试，进入通车倒计时；温玉铁路架
梁工程全面铺开；市域铁路S2线先行段
开工建设⋯⋯当前，台州一系列交通项
目加快推进，将台州与长三角其他地区
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教育与医疗，是群众最关心的两大
民生领域。台州加强与长三角区域幼教
机构、中小学校、高等教育学校等合作办
学，跨区域建设温台职业教育发展共同
体，联合组建长三角汽车、模具等产教联
盟，引入华师大附属台州学校、宁波镇海
中学台州分校等一批优质教育资源，加
快华师大附属仙居学校、杭州外国语学
校天台分校等项目建设。医疗方面，台

州已与上海瑞金医院、华山医院、肿瘤医
院、肺科医院等10多家医院建立紧密型
医联体，加大从上海等地引进优质医疗
资源力度，加快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等项目建设，打造浙东妇儿、中医等跨区
域医联体、医疗联盟，协同扩大优质医疗
资源供给。

群众办事方面，台州创新“跨省通办”
工作举措，与长三角24个地区建立“跨省
通办”合作关系，有效解决两地企业、群众
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突出问题，助
力跨省企业发展和流动人员就业。

同时，台州聚焦文明文化相依相融，
深度开展文化文明互动交流。邀请上海
滑稽剧团、爱乐乐团等上海知名文艺团队
赴台州演出，同时组织台州乱弹剧团、台
州民乐团等文艺院团积极参与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第
十六届长三角民族乐团展演活动等国际
文化交流活动；与上海音乐学院签订战略
框架协议，合作创作《盛世和合》《唐诗之
路》大型音乐会；招引长三角品牌书店，大
隐书局、朵云书院等上海品牌书店已成为
台州当地靓丽的文化地标；加强新闻媒体
合作，专门成立浙东南工作室，选派素质
高、专业性强的采编人员赴上海媒体挂职
学习，多次组织长三角媒体走进台州集中
采风，并在上海主流媒体开设旅游、美食
专栏，全年新闻浏览量超亿，极大提升了
台州知名度和美誉度。

台州和合公园台州和合公园

仙居医疗器械小镇 陈月明 摄

台州椒江企业生产车间台州椒江企业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