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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观
看仿生鲸鲨。

日前，一条仿生鲸鲨在上海海
昌海洋公园下水，正式与游客见
面。这条仿生鲸鲨由沈阳航天新光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体长近5米，采
用锂电池驱动，最大游速0.7米/秒，
最大下潜深度10米。多关节仿生推
进技术、浮力调节技术和水下视觉
技术的应用，加上表面覆盖的仿生
蒙皮，使得仿生鲸鲨能高度仿真模
拟真实鲸鲨动作，在水中自主完成
直线、转弯、上浮、下潜、定深、
嘴部张合等动作，还具备水下定位
功能。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前不久，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都结束了两会。记者梳
理沪苏浙皖四地政府工作报告，
寻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大家最
关心的“公约数”。

在对新一年重点工作的展望
中，沪苏浙皖四地共同关注的热
门区域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江苏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支持
苏州参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浙江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
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向拓展带
建设；安徽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
在 2021 年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实现联通链接，并提出在 2022
年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安徽城
市展示中心、海外高端人才招引
基地。上海政府工作报告对于这
片区域的展望所用字数最多：全
面落实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
体方案，进一步优化区域规划，
发布重点产业目录，大力实施区
域品质提升、展会产业联动发
展、专业机构集聚等专项行动，
持续增强国际中央商务区核心功
能。综合四地表述，大致可以拼
凑出今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一
个发展框架。

为什么沪苏浙皖都提到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因为从去年开始，
“大虹桥”建设主体从上海一家变成
三省一市共建，目标定位从过去的

“虹桥商务区”提升到“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已经由上海一地的实
践上升为长三角共同推进，由上海
的虹桥提升为长三角的虹桥、世界
的虹桥。

去年2月18日，国家发改委批
复了《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
方案》。根据方案，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将从上海市域拓展延伸至苏浙两
省，形成“一核两带”发展格局，

“一核”是上海虹桥商务区，“两
带”是以虹桥商务区为起点延伸的
北向拓展带和南向拓展带。其中，
北向拓展带包括虹桥—长宁—嘉定
—昆山—太仓—相城—苏州工业园
区，重点打造中央商务协作区、国
际贸易协同发展区、综合交通枢纽
功能拓展区；南向拓展带包括虹桥
—闵行—松江—金山—平湖—南湖
—海盐—海宁，重点打造具有文化
特色和旅游功能的国际商务区、数
字贸易创新发展区、江海河空铁联
运新平台。

“一核两带”功能布局犹如一张
蓄势待发的“弯弓”，居于中心位置
的虹桥商务区是其“动力核”，将长
三角乃至更广腹地的发展动能和开
放势能汇聚于此、辐射而出。

此前关于“两带”如何打造，
有很多猜测，而此次从江苏、浙江
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中可以看出
一些端倪：江苏将重点支持苏州参
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也就是

更多关注北向拓展带的发展，浙江
则重点推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向
拓展带建设。这样，从苏南长江
口经上海市域一直延伸到杭州湾
北岸，擘画一幅“大虹桥”的宏伟
蓝图。

与“一核两带”并不接壤的安
徽则打算从安徽城市展示中心、海
外高端人才招引基地这两个重点方
向加入“大虹桥”建设。这并不是
安徽第一次提出这个设想，去年8
月，从安徽省委常委会会议暨领导
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就有消息传出，
安徽在大虹桥枢纽谋划建设安徽城
市展示中心、徽商总部园和海外高
端人才招引基地，打造“安徽国际
会客厅”。

另一个长三角各地关注的热门
区域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今年，江苏的目标是积极
实施一体化示范区水乡客厅等重点
项目；浙江提出共建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表示将
深入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制度创新、实践应用和复
制推广，加快推进水乡客厅、淀山
湖岸线生态治理、西岑科创园区等
82项重大项目建设。

示范区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的重要突破口。自挂牌成立两年
来，示范区聚焦制度创新，已经累
计形成 78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38项已经在长三角区域推广，对区
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带动
作用。今年是示范区揭牌后的第三
个完整建设年，也是深化攻坚

年 ， 水 乡 客 厅 建 设 、 方 厅 水
院、水系蓝环等项目将全面开
工建设。示范区如何在制度创
新和项目建设双轮驱动中有更
多突破，值得期待。

此外，三省一市还将目光齐
齐聚焦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和 G60 科创走廊。上海将持
续打造嘉定国际汽车智慧城、
青浦长三角数字干线、松江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奉贤东方
美谷、南汇数联智造品牌；江苏
将加快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建设，协同打造沪宁产业创新
带、G60科创走廊、环太湖科创
圈；浙江要加快推进甬江、环大
罗山、G60 （浙江段） 等科创走
廊建设；安徽将深度共建长三角
科技创新共同体，加强G60科创
走廊建设，设立运行长三角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开展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联
合 攻 关 ， 促 进 创 新 链 、 产 业
链、供应链更多嵌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

对于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和 G60 科创走廊的关注，其实
是对长三角科技创新这个“牛
鼻子”的关注。在科技资源流动
和配置上，长三角正编织一张

“密网”，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上，长三角的一批城市正以实际
成果产出，映衬着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现状，区域合作不断
升温。

（陈抒怡，据《解放日报》）

梳理三省一市政府工作报告

寻找长三角发展“公约数”

长三角各地近日陆续交上2021
年 成 绩 单 ： 上 海 市 GDP 总 值
43214.85亿元，同比增长8.1%；江
苏省GDP总值116364.2亿元，同比
增长8.6%；浙江省GDP总量7.35万
亿元，同比增长8.5%；2021年安徽
省GDP总值42959.2亿元，同比增
长8.3%。三省一市GDP总量达27.6
万亿元。同时，三省一市定下2022
年经济目标，沪苏浙预期GDP增速
分别为5.5%、5.5%和 6%，安徽更
为乐观，预期增速为7%。

定下发展新目标，长三角的底
气何在？这份成绩单中就有一些
答案。

都有一个“4万亿”
2021年，上海和安徽地区生产

总值都首次突破4万亿元，两地仅相
差250多亿元。

对上海而言，经济总量继续位
居全国城市之首，并有望在全球城
市中排名上升。对安徽而言，GDP
破 4 万亿元，同样是一次跨越。
2009年，安徽GDP总量破万亿元，
之后在2013、2018年分别迈上2万
亿元、3万亿元台阶，2021年突破4
万亿元，从3万亿元到4万亿元仅用
时3年，这三年也是安徽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三年。去年，安徽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跨过1万美元关口。
此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万
亿元，进出口总额突破 1000 亿美
元，增速居长三角地区首位。

近日，《安徽省实施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规划“十四五”行动方案》
正式公布，其指向明确，安徽要将
发展落差变为发展空间。细读今年
的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不难发现
其对“科技创新”着墨颇多，比如
提到“把科技创新势能更多转化为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等，而创新正
是以合肥为代表的安徽城市的“金
字招牌”。长三角研究专家提出，上
海是模范生，江苏是尖子生，浙江
是优等生，安徽要成为长三角的特
长生。

江苏的数据中，也有一个4万
亿。江苏制造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
占GDP比重达35.8%，占比全国最
高。其中，2021年江苏工业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规 上 工 业 比 重 分 别 达 39.8% 、
47.5%，同比提高 3 个、1 个百分
点。此外，软件、物联网等6个产业
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
量居全国第一。

浙江也有个 4万亿。2021 年，
浙江全省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4万亿
元人民币，达4.14万亿元，较2020
年增长 22.4%，高出全国 1个百分
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
浙江外贸快速发展，与 2001 年相
比，浙江省进出口总值增长 14.3
倍，年均增长14.6%。自2015年浙
江省进出口规模跃居全国第 4后，
2021年进出口规模首次位居全国第
3位。与此同时，宁波舟山港货物吞
吐量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还是
全球第3个3000万级集装箱大港和

第6大加油港。

有喜也有忧
从长三角城市群的层面看，有

几座城市的成绩单值得一提。
2021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有望达到4万亿元，与上海、深
圳等全球工业城市并驾齐驱。其
中，昆山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10284.5亿元，同比增长12.8%，成
为全国首个规上工业总产值超万亿
的县级市。面对如此成绩，苏州人
依旧清醒，细看数据，苏州规上工
业增加值与上海、深圳还存在差距。

再看浙江省舟山市，2021年规
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达46.7%，增速
浙江省第一。其中舟山电力生产供
应、机械制造、汽配制造和电子电
机等行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增幅
分别为 29.5%、 17.4%、 19.5%和
22.8%，此外在2021年，浙石化成
为舟山首个千亿级产值企业。舟山
经济体量较小，不过经济质量正不
断提升。

安徽省内，经济增速第一城是
芜湖，2021年芜湖地区生产总值达
4302.63亿元，较上年增长11.6%。
此前几年，安徽省内经济增速最快
的是滁州。去年，芜湖的关注度很
高：11月3日，安徽芜湖轨道交通1
号线正式开通运营，成为全国首个
全自动运行跨座式单轨系统。芜湖
市领导数次举行畅聊早餐会，吃的
是地方特色小吃，聊的是企业和城
市发展的诸多议题。

同样在安徽，2021 年蚌埠的
GDP增速却为0。蚌埠市政府发布的
一份报告指出，零增长主要原因是
产业结构不优、地区发展不均衡、
城镇化率偏低。其中暴露的问题不
少：除当地烟厂外，全市再无产值
超过50亿元的企业，甚至下辖三个
县的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不敌该
烟厂。安徽“两会”期间，安徽省
委主要领导到蚌埠代表团时指出：
去年以来，蚌埠经济失速、发展失
位、结构失衡的压力凸显，已经到
了“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
当口。与此同时，安徽对蚌埠寄予
厚望，在安徽省“十四五”规划
中，蚌埠被定位为现代化区域性中
心城市，与安庆、阜阳和黄山一
致。去年 12 月起，沪苏浙的 8 个
市、区正式与安徽8市结对合作帮
扶，将持续至2030年，以进一步激
发皖北地区发展动力。

长三角区域内的不均衡，还体
现在发展质量上。上海、浙江、江
苏分别位列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第一、第三和第四位，而安徽
则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位列第十三位。除京沪两地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元外，浙江以
57541元位居第三，其中嘉兴城乡
居民收入比达到1.60，继续保持浙
江全省最低，共富成效进一步凸
显。安徽已提出要由“总量居中、
人均靠后”迈向“总量靠前、人均
居中”。

（任俊锰，据《解放日报》）

晒出成绩单 定下新目标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藏在最新经济数据里

虎年开工第一天，浙江全
省868万户市场主体收到一个

“大礼包”——2月 7日，浙江
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持续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政策举措二
十条的通知》，聚焦市场主体
发展的实际困难和发展诉求，
着眼市场主体发展各环节、各
领域，提出包括优化市场主体
全周期管理服务、深化质量技
术全要素精准赋能、促进知识
产权全方位创新创造、强化
市场秩序全过程公正监管等4
个方面举措，破解市场主体
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以
推动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整体跃迁，壮大市场主体发
展根基。

“随着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传导到
微观层面，市场主体发展面临
成本压力加大、发展动力不足
等多重困难。”浙江省市场监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培育更加
活跃更有创造力的市场主体，
是进一步巩固壮大共同富裕经
济基础、推动“扩中”“提低”
的重要举措。

据统计，2021年，浙江全
省各类市场主体数量比上年增
长8.12%，保持平稳有序增长。
其中，小微企业增速恢复到往
年水平，个体工商户发展受疫
情影响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
注销增速略高于往年。
（全琳珉、市闻，据《浙江日报》）

惠及浙江868万户市场主体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政策举措出台

记者从江苏省电影局获
悉，从1月31日到2月6日，整
个春节档全国电影票房突破60
亿元。其中，江苏票房达7.16
亿元，在全国占比近12%，位
列全国第一。江苏的观影人次
超过1309万，也就是说平均每
7个江苏人中，就有1个人选择

“看电影过大年”。江苏各设区
市中，苏州、南京、无锡依然
位居全省票房前三名。

从票房榜单上看，《长津湖

之水门桥》《这个杀手不太冷
静》《奇迹·笨小孩》 分别以
3.26亿元、1.58亿元、6654万
元的成绩，成为最受江苏人喜
欢的“爆款”影片。

从具体城市来看，苏州以
228万观影人次、1.2亿元票房
领跑全省，南京、无锡紧随其
后，分别以8918万元、7619万
元，分列全省票房榜的第二
名、第三名。

（周娴，据《新华日报》）

平均每7人中就有1人走进影院

江苏春节档票房全国居首

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生
效，这个世界上涉及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

“超级自贸区”生效一个月来，
浙企迎来出口新机遇。据统计，
今年 1 月，杭州海关共签发
RCEP原产地证书2953份，涉
及货值8.78亿元，浙企享惠超
870万元，主要享惠出口产品为
农产品、纺织服装、水产品等。

RCEP生效首月，浙企对日
出口利好明显，惠及山区 26
县。食用菌是浙江第四大农业
产业，丽水龙泉是重要产区。
龙泉天和农业2021年食用菌出
口额近5000万元，六成出口日
本。1月，该公司申领了 7份
RCEP原产地证书，涉及金额

156.66万元，节省关税近万元。
根 据 RCEP 关 税 减 让 安

排，我国出口的大部分水产品
在日本、韩国等地的关税都将
从3.5%至 10%逐步降至0，这
对浙江水产加工业是一大利
好。近日，75吨出口到日本的
冻鲅鱼在杭州海关所属台州海
关领到了RCEP中国原产资格

“身份证”。根据 RCEP 协定，
日方将对货值206万元的产品
给予4000多元关税减让。

2月1日，RCEP对韩国正
式生效，浙江主要出口的纺织
服装、箱包等产品均在降税清
单内。据估算，RCEP实施首年
即可为浙江纺织企业节约关税
成本超2500万元。
（拜喆喆、翁杰等，据《浙江日报》）

RCEP生效首月

浙企享惠超870万元

仿生鲸鲨仿生鲸鲨
现申城现申城

安徽省政府近日发布 《安
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
法》，明确对医保基金实施全口
径监管。办法将于5月1日起正
式施行。

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在参
保缴费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不按规定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登记、缴费或者变更手续；
财务会计报表不真实，瞒报、少
报职工工资总额或者参保人员信
息；出具虚假劳动人事关系证
明；截留或者挪用参保人员缴纳
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参保人员不得以伪造户
籍、学籍、劳动人事关系或者
冒用他人资料等方式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不得利用其享受医
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
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

其他非法利益。
定点医药机构应当建立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
度，实时上传医疗保障相关信
息。在提供医药服务时，不得
分解住院、挂床住院；过度诊
疗、过度检查、违规收费；串
换药品、耗材、诊疗项目；诱
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
医、购药。

根据办法，对违反上述规
定，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医
保行政部门将依法进行行政处
罚。对于通过伪造、变造、隐
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
学证明、会计凭证、电子信息
等有关资料，或者虚构医药服
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
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朱琳琳，据《安徽日报》）

安徽出台办法

全口径监管医保基金

2月7日，有着“皖江第一隧”之称的芜湖城南过江隧道地下
18米深处，中铁十四局集团芜湖长江隧道建设者们以虎虎生威的精
神面貌奋战在施工现场。 （沈宫石，据《安徽日报》）

虎虎生威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