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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第一”“首创”为何诞生在长三角？

“万里长江第一隧”海太
长江隧道进度更新，全国第一
个跨域房建项目方厅水院即
将投用，全国首个跨省域、跨
关区的航空前置货站助力企
业直通全球，全国首个基金特
色街区驱动金融引擎……在
长三角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
上，创新引擎“全速转”，“第
一”“首创”不断涌现。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七年，
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
年。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
战略。过去一年，长三角一体
化不断取得新成果。2024
年 ，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
（GDP）突破33万亿元，同比
增长 5.5%，占全国比重达
24.7%；“万亿城市”增加到9
个，占全国比重超 1/3。沪苏
浙皖正紧扣“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词，合力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走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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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越来越快，“超级工程”链接长三角
站房主体结构施工、无人机自动巡航……

“轨道上的长三角”，一座“超级枢纽”正在刷新施
工进度条。2024年9月开工的南京北站位于南
京江北新区，是南京唯一集高铁、城际、普速铁路
于一体的大型铁路枢纽，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主通道——北沿江高铁（沪渝蓉高铁上
海至南京至合肥段）规模最大的枢纽客站，如今，
各项工序正紧锣密鼓地进行，预计2027年建成。

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下游的江苏省南通市海
门区，另一项世界级工程——海太长江隧道施工
正火热推进。

中铁十四局海太长江隧道项目总工程师游
少强介绍，该隧道是迄今为止世界最长公路水下
盾构隧道，具有“长、大、高、深、险”的特点，堪称

“万里长江第一隧”。海太长江隧道建设推动了
一系列创新落地：首创救援车专用通道技术、全
预制盾构隧道内部结构、首创防火与结构一体化
烟道板、首创超长隧道区段式排烟新理念、全国
首个零碳隧道……

“海太长江隧道计划2028年基本建成，隧道
通车后，从海门到太仓的车程将从1小时缩短至
10分钟，南通与江南、上海将实现更加高效的连
接。”游少强说，隧道将有效疏解苏通长江大桥交
通压力，实现南通与苏南、上海“1小时经济圈”
高效互通。

长三角“航空物流圈”也在不断扩大。去年，
商务部发布《支持苏州工业园区深化开放创新综
合试验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长三
角区域城市机场在园区建设前置货站”。今年4
月，全国首个跨省域、跨关区的航空前置货站“上
海机场-苏州前置货站”在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
税区启用。

“面对企业‘快、更快’的诉求，前置货站通过
专线对接上海机场PACTL（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货
运站）、东航物流两大货站，实现国际航司全覆
盖。”苏州工业园区航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雪
瑾说，经测算，前置货站较常规模式节约物流时间
12~24小时，降低地面物流成本约10%~30%。

创新制度，探索协同新路径
一条太浦河，见证长三角一体化。近日，位

于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交界处的太浦河畔，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功能性
项目——方厅水院通过综合竣工验收，走向运营
阶段。

这是全国第一个跨省的房建项目。“一点”之
上，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把上海、江苏、浙江三地
串联了起来。城与城相接，馆与馆相连。“三桥五
馆”的格局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空间形制和江南水
乡文化，又蕴含了长三角三省一市向心汇聚、一
体发展的空间意向。

现代快报记者看到，方厅水院四个角落上分
别设置了沪苏浙皖四个主题展示空间。人们花
15到20分钟，就能跨越省界，逛遍“长三角”。从

“通而不畅”到“无缝衔接”，在“长三角原点”上
建成的这座“四合院”，本身就是长三角各地打破
行政藩篱、实现制度创新的鲜活缩影。

长三角水网密布，守护生态碧波，离不开协
同治水。比如，开展跨界水体治理，合力推进长
江、太湖等水环境综合治理，协同解决突出水环
境问题，长江干流水质连续7年保持Ⅱ类，太湖
连续17年实现“两个确保”；推动长江口—杭州
湾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上海、江苏、安徽签订跨界
水体联保共治备忘录，苏皖建立跨界河流汛前水
环境联合现场检查机制。

作为省际交界水域，太浦河将上海青浦区、
江苏苏州吴江区、浙江嘉兴嘉善县紧密相连，承
载着水源输送、航运以及生态与景观等多重功
能。

苏州吴江区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沈建伟告
诉现代快报记者，原来吴江有一句话广为流传

“如何一湖水，半秀半吴江”，秀是秀州，就是现在
的浙江嘉兴。如今，三地联保共治，共订“一套标
准”，探索“联合河湖长制”，力往一处使，心往一
处想，建立了联合治理、巡河、管护、监测、执法五
大机制，共同治理和维护交界河湖。吴江区还牵
头打造了“太浦河云管家”智慧平台，共享三地
相关部门的数据，全面防范各类环境风险隐患。

同向共融，打造产业优势集群
推动首批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建设，长

三角大飞机集群获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强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
在长三角地区，产业密度和产出持续攀升，通过
强链、补链、延链“抱团发展”，打造世界级产业集
群。

在黄海之滨一望无际的滩涂上，一排排海上
“大风车”蔚为壮观，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能
源。作为长三角首个千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城市，
盐城以其绿色禀赋扮演着“碳路先锋”，目前正探
索建设海上综合能源岛、海上综合能源加注站和
氢氨醇基地，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盐城绿色能
源保供基地。盐城大丰港零碳产业园是全国首
批、江苏唯一的碳达峰试点城市先行先试的“试
验田”，目前，园区内的照明、办公用电实现
100%由光伏电站直连直供，园区预计到2027年
实现绿电全覆盖。

长三角区域内，“飞地经济”也在迸发新的生
命力。上海域外面积最大的“飞地”——地处江
苏盐城大丰区的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民重要的

“米袋子、菜篮子”之一。近年来在这块“飞地”
上，又拔节生长出沪苏两地首个省级政府层面合
作共建园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集聚区坚持“去围墙、去边界”，与当地发展
同频共振。“正泰新能盐城基地是正泰集团策应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由江苏、浙江、上海
三省市合作在江苏投资的首个制造业项目。”正
泰新能盐城基地制造负责人唐玉介绍，集聚区提
供了“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提供了快速审批通
道等服务，助力项目快速落地。

目前，盐城已与漕河泾开发区、嘉定工业区
等合作成立11家共建园区，占上海对外合作园
区的三分之一，实现县域全覆盖。聚“链”而成，
产业向“新”。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
称“市北高新区”），是上海市北高新集团与南通
市崇川区跨江合作的示范园区，如今已吸引超
300家优质科创型企业投资落户，总投资超百亿
元，成为沪通深化经济交流合作的典范。

位于南京溧水的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是长三角唯一的国家级农高区，努力
建成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长三角农业科技
创新策源地、科技振兴乡村样板区。“长三角有多
所涉农高校，推动农业科技资源从‘试验田’落地
为产品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南京农高区建成长
三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首批次收集
3000余项成果，筛选后有约650项在交易平台
推广，这些农业和生物技术不只适用于长三角，
在北方甚至一些干旱、半干旱地区都可以适用。”
南京国家农高区管委会科技创新部副部长朱韩
峰说。

航拍方厅水院
南京北站火热建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