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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满江南，草木欣欣。
　　最近一个月，长三角大地在交
流互鉴中呈现别样风景——沪苏浙
皖三省一市“新班长”们来了一次
“串门行”：4 月 12 日，浙江省党
政代表团来江苏考察，进一步深化
两省合作交流，共同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走深走实；3 月 20 日至 23
日，江苏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浙
江、安徽学习考察；而就在全国两
会闭幕后的第三天，上海市党政代
表团便出发苏浙皖，共商合作发展
大计。
在同向共进中 紧盯“聚光点”
　　不论是长三角党政代表团“打
卡”的点位选择，抑或是沪苏浙皖
主要领导热切讨论的话题，“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都是绕不开的发
展“聚光点”。
　　以江苏省党政代表团的考察路
线为例，在浙江，前两站便走进西
湖大学云谷校区和之江实验室，前
者汇聚电子信息工程、生物科学、
物理学等领域的学术人才与科研项
目，后者面向智能感知、人工智能、
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前沿基础研
究；在安徽，安徽创新馆、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大讯飞公
司，无一不与科技创新有关；在上
海，大数据中心、鲲鹏生态创新中

心、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既立足
上海，又与长三角河同水密。
　　而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在考察南
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网络通
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南瑞集团、
南京软件产业博览馆、苏州工业园
区展示中心、宝时得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过程中，江苏深化产业科
技创新、建设制造强省、推进改革
开放的新举措新成效，也给他们留
下深刻印象。
　　长三角是中国高质量发展创新
动力的主要引擎之一。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2022 年全球创新指
数报告》显示，中国 22 个科技集
群进入全球百强，其中就有 4 个在
长三角地区。从互访的诸多交流中
不难看出，在推进科技创新上各扬
其长、协同互补、同向共进，形成
更为紧密的“创新共同体”，已成
为三省一市的共识。
在探路共行中 紧跟“示范区”
　　在此次“串门行”中，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出镜
率”颇高。
　　3 月 16 日，上海市党政代表团
首站便来到位于苏州吴江的一体化
示范区先行启动区鼋荡区域，在鼋
荡慢行桥上，听情况、看成果。鼋
荡西侧，“曲水善湾”美丽吴江样

板区呈现一片江南水乡好风景。
　　打破区域壁垒的关键，在于思
维革新和制度创新。分属沪苏浙三
地的青浦、吴江、嘉善，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共同挂牌成立示范区，成
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试
验田”。
　　承载着先行探路这一使命，年
满三周岁的示范区已结出了一串串
硕果：要素流动、信用管理、生态
保护等 10 个领域的 112 项制度创新
成果，为长三角全域的一体化发展
和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栽种”样本。
　　此次的互访足迹，正是示范区
“高分答卷”的得分点所在。鼋荡慢
行桥宛如一条缎带，将上海青浦与
苏州吴江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美丽
太浦河畔的“联合河长制公园”，见
证了 315 名“联合河长”跨界水域
协同治理的秘诀；吴江众家荡畔，集
文化、旅游和艺术为一体的乡村综
合体“曲水善湾”，散发出乡村独有
的活力；嘉善县姚庄镇丁栅沉香共
同富裕聚落盘活闲置资源，勾勒出
城乡有机更新生动实践的轮廓……
在交融共生中 紧扣“高质量”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高
质量”是中国新一年开局各项工作
的高频词，也是这一轮长三角主要
领导互访中，频频提及的“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拥有良好发展基
础和鲜明特色优势的江苏要走在
前，而以上海为龙头、苏浙皖各展
所长的长三角，无疑也要走在前。
与此同时，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上，长三角还肩负着率先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使命。
　　勇担使命、勇立潮头、勇挑大
梁，随着一体化进程向纵深推进，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长三角发挥出
经济压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
验田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三省
一市国内生产总值从 2018 年的 22.1
万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9 万亿元，
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力、带动力持续
增强。
　　当前，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长
三角一体化在“起步便是高质量”
的基础上，又被赋予新的要求——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是“共同
体”向深水区探索的自我要求，更
是一种锐意进取的态度。
　　“此次来苏皖浙三地学习考察，
就是要深化合作对接、提升合作能
级，共同谋划做好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这篇大文章。”沪苏交
流会上，陈吉宁用“深化”和“提升”
两个关键词来诠释长三角要如何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王建朋 沈佳暄

近一个月长三角党政代表团密集互访 ——

人越走越亲 手越握越紧

灯笼焰火赏民俗
      4 月 14 日，南京市玄武区灯
笼焰火民俗节在纳科红山汽车
生活广场开幕，吸引市民前来品
尝美食，欣赏打铁花等民俗表
演。                         李文宝 摄

　　春风吹暖消费，南京成了“网
红”城市。如果说春日旅游消费强
势复苏是丰收的果实，守住历史家
底、留住“最南京”便是早前播下
的一粒种子。
老城保护发展，被提上新高度
　　老城保护发展被提上新高度。
3 月 22 日正式施行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老城风貌管控严格控制老城建
筑高度规划管理规定》不仅要求将
老城建筑保护下来，还要让它们在
推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
作用，融入市民生活和城市发展，
成为南京城市魅力源泉。南京市
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晓华
说：“名城保护是城市发展的核心
力之一，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融
入城市建设当中，‘老城即景区’
的全域旅游将形成规模效应。”
　　如今走在南京老城内，人们能
看到诸多不同年代的历史建筑。近
期传出童寯故居即将开放的好消
息。童寯与刘敦桢、梁思成、杨廷
宝并称近现代中国“建筑四杰”，
参与设计过南京下关电厂、上海金
城大戏院等建筑。童寯故居是一栋
建于 1947 年的二层小楼，由他本
人设计，保留着中国近现代建筑的
典型样貌，已于 2022 年下半年完
成修葺，还原当初模样。童寯最小
的孙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童
明全程参与故居更新。随着城市更
新推进，传统民居翻新留下居民，
少部分临街老建筑引入“小而美”
的咖啡馆、餐厅、非遗店铺——吸
引人们停留的空间日益增多。
凸显区域差异，留住文化底色
　　秦淮区是南京面积最小的主城
区，有着“特而精、最南京”美誉，
区域内的城市更新试点总量位居全

市第一，这里也是南京老城南所在
地。近期，位于老城南的内秦淮河
西五华里项目计划开工，将与夫子
庙片区沿岸的东五华里连成一片，
再现“十里秦淮”繁华盛景。
　　文化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底色和
灵魂，老城布局延续着中国传统居
住智慧。历史城区、历史街区、
历史村镇与自然山水紧密捆绑，也
由此奠定一座城市的独特基调。从
事南京地方史研究已有 30 余年，
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南京出
版社社长卢海鸣坦言，南京特色还
可以再多一些聚焦，擦亮“文学之
都”“和平城市”“博爱之都”等
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老城保护应让文化先行，文
化联系建筑，才能留住城市灵魂，
老城保护发展模式应该更多元。”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建
议，先开展小规模试验，探索出可
行路径后再进行推广。
“织补”老城空间，成片谋划保护
　　历史城区空间得到“织补”，
成片保护初显成效。
　　最南边的是城南历史城区，沿
着内秦淮河，从西水关出发，到老
门西，再途经中华门、夫子庙、桃
叶渡，最后到东水关，是一条充满
市井气息的徒步路线。沿线的荷花
塘、双塘园、小西湖等居民区，多
为明清时期传统民居。夏季傍晚，
沿着明城墙和外秦淮河徒步消暑，
得以领略 4 个历史城区的风貌。
　　那么，南京为何使用“织补”
方式，而不是整城保护、一步到位
留住老城风貌？童本勤告诉记者，
南京老城面积有 50 多平方公里，
承载着办公、科研、文化和现代服
务业等功能，很难按照苏州、绍兴

等10平方公里左右老城，以及平遥、
丽江等更小规模古城的做法，全城
留住传统风貌。
　　“一座城有其独有的历史和现
实条件，南京老城保护，重点在于
历代都城格局、山水环境风貌、历
史街巷和有一定资源聚集度的各类
历史地段。”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总规划师童本勤说，用成片保护
方法，南京保留住了世界上最长的
明城墙，夫子庙、颐和路、朝天宫
等几十处历史地段，以及一批文物
古迹，形成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南
京老城。                            刘 春

　　4 月 11 日至 15 日，副省长方
伟率江苏省代表团访问香港和澳
门，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
应约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举
行电话会谈，出席香港首届国际创
科展开幕典礼并致辞，会见香港中
联办副主任何靖、澳门中联办副主
任黄柳权，与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
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
政司司长李伟农进行工作会谈。
　　李家超对江苏省代表团访问香
港表示欢迎。他说，香港与江苏合
作有着良好的基础，近年来经贸合
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
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全面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正按照“八大中

心”的定位，全面拼经济、拼发展、
拼竞争力，希望与江苏发挥各自优
势和所长，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
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共
创美好未来。
　　方伟转达了省委书记信长星、
省长许昆林对李家超行政长官的问
候。他说，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江苏省政府代表团首次到访香
港，江苏将充分利用香港独特优势，
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在科技创新、智
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进
一步深化苏港在文化旅游、养老服
务、社会福利、青少年等领域交流，
促进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在两
地自由流动。希望苏港合作在已有

基础上做好拓展提升文章，探索建
立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合作机制，
搭建更多优质高端交流平台，推动
苏港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分别拜访
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交易及结算
所、毕马威香港办公室、南光集团，
考察香港科学园、西九文化区、东
华三院赛马会松朗安老综合中心，
看望江苏驻港企业代表、香港江苏
社团总会代表并座谈，与港澳各界
人士进行广泛交流，并见证多项经
贸、文化交流合作协议签署。

房爱坤 卫鑫

春光烂漫正当时，跟着规划“趣”旅行 ——

 守好历史家底  呈现“老城即景区”

      4 月 17 日，由德国斯图加特起飞的 HFM512 次航班降落至南京禄口
国际机场，航班搭载德国汽车企业高管及代表 57 名。南京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启动包机保障预案，同时主动加强与航空公司沟通联系，准确掌握航
班及载运人员情况，确保包机乘客安全高效通关。       宁边新 万程鹏 摄

江苏省代表团访问港澳

共同续写苏港澳合作新篇章

        4 月 16
日， 工 人 正
在 盐 洛 高 速
洪 泽 湖 湿 地
特 大 桥 建 设
工 地 加 紧 施
工。 盐 洛 高
速 公 路 宿 城
至 泗 洪 段 属
国高网项目，
东 承 徐 淮 高
速 公 路， 西
接 宿 扬 高 速
公 路， 路 线
全 长 38.18
公 里， 采 用
双 向 四 车 道
高 速 公 路 标
准建设。
陈玉 黄敏 摄

      长三角铁路客流日益增加。
图为列车驶出南通西站。

许丛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