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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邯郸10月 24日电 （记者
蒋建科） 23日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
区硅谷农业科学研究院“杂交水
稻”创高产示范基地，专家们通过
现场实打实测，亩产达到1326.77公
斤。标志着我国再创水稻大面积种
植单产新高。

由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
保护中心指导，河北省科技厅组
织，由来自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华中农业大学、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

的 7 名专家组成的测产组，在示范
基地102亩水稻田，随机抽取了3块
地，进行人工收割、机器脱粒、实
收实打，最终平均亩产达到1326.77
公斤。

农村农业部耐盐碱水稻生物学
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新奇
博士说，此次与河北省硅谷农业科
学研究院合作的实验项目，是 2020
年12月海南“杂交水稻高产攻关工
作会议”期间，袁隆平院士亲自交
办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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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
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
得成效。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
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
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

站在中国地图前东望，长江蜿蜒向洋，捧
出一个润泽的长三角。太湖、巢湖、洪泽湖、
千岛湖……碧水清流千帆竞，改革开放奋楫先。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以占全国4%的国土面
积、不到 1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近 1/4 的
经济总量——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
具有一体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勇当
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2020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就更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指明前进方向、提出具体要求，开启了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新的“加速度”。

从区域实践到国家战略，紧扣一体化和高
质量两个关键词，长三角奋楫扬帆启新程。

破立并举，探路新发展格局

早上 7 点多，中国宝武马钢股份特钢公司
生产车间已是一片忙碌，轧线上正在赶制一批
优质合金棒材，将用于轨道交通、高端汽车制
造等领域。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钢，我
在车间里近距离聆听了殷殷嘱托：‘要抓住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
大机遇，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
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增强市场
竞争力。’”回忆起当时情形，马钢技术中心
党委书记、主任张建倍感振奋。

居安徽东缘的马鞍山市，因钢而设，因钢
而兴。2019年 9月，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重大合
作项目，马钢集团和位于上海的中国宝武集团
实施战略重组，更名为中国宝武马钢集团，一
跃成为世界级钢铁企业。

“一体化布局，给马钢带来强劲活力。”中
国宝武马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毅说，马
钢发挥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不断提高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公司制造的高速
车轮广泛应用于我国高铁车辆，产品销售到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媲美
的重型H钢生产线已经投产。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为众多中小企业带
来更多新机遇。

安徽胜华波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浙江起步、
上海设厂，发展一度受空间所限，定位“长三
角企业”后，前景豁然开朗。

胜华波公司入驻位于安徽滁州市的中新苏
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新合作苏州工业
园区的“复制版”。眼下，其企业总部在浙
江，研发在上海，制造在安徽，空间广阔，订
单大增。“一体化发展战略下的要素流动，让
我们加快了在长三角布局的步伐。”公司党支
部书记、副总经理张伟兴说。

“本来以为公司外迁要跑不少部门、递很
多材料，没想到几天就办好了。”一家金融企
业从上海青浦区迁到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便捷
的手续办理让公司负责人感到满意。更方便的
是，原有纳税信用级别等资质信息、增值税期

末留抵税额等权益信息均得以承继，到了吴江
不用“从头再来”。

优化企业自由迁移服务机制，是支持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一
项政策措施，旨在打破行政边界约束，促进市
场要素流动。

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实施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
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
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
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
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打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瓶颈，是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突破口之一。2018年6月，《长三角
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签署，首
批重点推进 17 个省际项目。当年 10 月，首条
省际断头路——上海青浦盈淀路与江苏昆山新
乐路打通。截至今年6月，7条已建成通车。

推动一体协同，促进要素流动，许多无形
的“断头路”也在打通。

作为实施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正酣。看得
见的是打通的断头路、矗立的建筑物、生态环
境共保联治机制下更加清澈的河湖，摸得着的
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区域协同政策机制。

编制首个跨省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出台
降低跨域交易成本的“金融 16 条”，推进企业
经营许可、资质跨域互认……上海市发改委副
主任、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
会副主任张忠伟说，聚焦规划管理、要素流
动、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示范区已经
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性安排。

自立自强，创新路上当先锋

2017 年 12 月，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国内考
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徐州市，首先考察
了徐工集团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公司起重机底盘装配车
间，察看智能生产线，了解智能拧紧系统、数
字化装配工艺及新下线的全地面起重机成品的
生产流程和技术要领，观看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平台操作演示，听取企业实施制造业服务化和
大数据远程服务的情况汇报，同现场工人亲切
交流。总书记还饶有兴致地登上公司完全自主
研发的XCA220型全地面轮式起重机驾驶室，向
技术人员详细询问技术创新细节和操作流程。

“最难忘的是总书记的嘱托：实现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必须有信心、
有耐心、有定力地抓好自主创新。”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民说。

徐工集团不负总书记嘱托，持续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研发。3 年多来，依靠
自主创新，徐工在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名榜
上，从第七位上升至第三位。

“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很多核
心技术是求不到、买不来的。”习近平总书记
对长三角寄予厚望，几乎每次到三省一市考察
调研，都要看一看创新成果。

2016 年 4 月在安徽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

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表示，总书记对中科
大所取得研究成果的肯定，对量子信息科技发
展趋势的关注，令他深受鼓舞。

为了下好量子科技发展先手棋，潘建伟几
乎每周都乘坐高铁，往返于上海与合肥之间，

“量子科技领域，两地科研能力都强，携手合
作互补”。

已在太空遨游5年多的“墨子号”，背后正
是长三角区域的量子通信创新“星”链：由潘
建伟担任首席科学家，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
率先掌握空海量子通信技术，南京大学的超导
量子计算和模拟基础研究实现突破，安徽支持
中科大实现对引力诱导量子退相干模型的卫星
检验……

“有了这颗‘创新之星’，就有了更多与国
外顶尖科学家合作机会，量子科学边界拓展更
广。”潘建伟说。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马春雷打了个比方：沪
苏浙皖，伸开去是“五指”，各有所长；握起
来是“拳头”，更有力道。自主创新，需要长
三角“捏指成拳，为国家办更多大事”。

在上海浦东的张江科学城，有一处建筑外
形酷似鹦鹉螺的大科学装置——上海同步辐射
光源。普通的 X 光能清晰拍摄人体组织和器
官，而“鹦鹉螺”释放的光，亮度达普通医用
X光的上亿倍，可广泛应用于生命、材料、环
境科学等领域研发。

如今，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用户中，来自
长三角区域的近一半，其中苏浙皖占32%，“鹦
鹉螺”由此被称为“长三角公共实验室”。

长三角地区还搭建起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三省一市 3.6 万余台大型仪器、22 个大科
学装置实现云上预约使用，平台访问量已达
135万人次。

不只是平台共享，更多的协同机制在深入
探索。

跨区域创新资源共享、跨区域财政支持的
政策标准不一，导致科技资源对接不易。为进
一步突破瓶颈、提升效能，今年 4 月起，长三
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试点工作推开，上海青
浦区、江苏苏州市吴江区、浙江嘉善县、安徽
马鞍山市首批参与。依托这一合作机制，试点
区域内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利用财政科技资金向
长三角区域内服务机构购买技术研发、技术转
移、检验检测等专业服务。

苏州敬天爱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近年来致
力于大气污染深度治理技术攻关，“仅凭自身
技术实力，突破难度较大。”公司执行董事沈
中增坦言。按照苏州市吴江区出台的科技创新
券通用通兑试点方案，区内企业向长三角地区
科技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只需自付 50%费用，
其余50%凭“科技创新券”由区财政补贴。“我
们与上海一家科研机构签订了服务合同，享受
到的改革红利实实在在。”沈中增说。

截至今年 6 月底，长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
平台已入驻服务机构 460 余家，开放服务项目
8900多个，下单金额近千万元。

共建创新机制，共享创新平台，长三角科
创资源正加快聚拢、加速辐射。

改革开放，加快打造新高地

上海洋山港四期码头，塔楼15层，面对一
组屏幕，桥吊操作员黄华移动摇杆，远处的集
装箱被轻轻吊起、稳稳放下。

洋山深水港，是上海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
重要依托。在属于浙江舟山市的大、小洋山岛
跨省域建港口，见证了长三角敢闯敢试的改革
勇气、开放智慧。

2002 年 6 月开工后，沪浙携手推进征地动
迁、移民安置，保障工程建设。2005年 12月，
洋山深水港开港。

黄华工作的洋山港四期，已是全球最大单
体全自动化智能码头，无人车24小时不间断运输。

“洋山港建成和运营，为上海加快国际航
运中心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扩大对外开放
创造了更好条件。”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洋
山港建设和发展，2018年 11月在上海考察时，
他特地视频连线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听取

码头建设和运营情况介绍，希望上海把洋山港
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

2020年，洋山港区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
2000万标准箱，整个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则超
过4350万标准箱，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长三角区域对标国际一流标
准改善营商环境，以开放、服务、创新、高效
的发展环境吸引海内外人才和企业安家落户，
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努力成为联通国际市
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桥梁。

担当先行先试重任的中国 （上海） 自由贸
易试验区，致力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创新，率先
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形成了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自由贸易账户等一批基础性和核心制度创新成
果并复制推广到全国。

江苏自贸区涵盖南京市、苏州市、连云港
市。苏州工业园区当仁不让，“抓住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时代机遇，加快提升园区港与太仓
港、上海外高桥港和洋山港的‘水水中转’

‘陆改水’航线运输能力。”苏州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吴庆文表示。

2019 年 8 月，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揭牌。按照 《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临港新片区要以
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
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国
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因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这片改革热土
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2020年，就在浦东开发
开放迎来30周年之际，临港新片区交出高质量
答卷：78项制度创新任务落地56项，率先实行
企业名称告知承诺制，大幅降低市场主体创设
的制度性成本，区内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成为全
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

“我们还将积极探索政策制度创新，为特殊
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建设提供更好的政策
制度供给。”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朱芝松表示。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
放的大门也越开越大。2020年 7月，示范区外
国高端人才工作许可互认实施方案发布，为外
国高端人才在示范区创新创业提供便利。在符
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给予外国高
端人才最长工作许可期限。

上海的“一网通办”，江苏的“不见面审
批”，浙江的“最多跑一次”，安徽的“一次不
用跑”——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比着创优，项
目和人才纷至沓来。

今年 5 月，2021 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
座谈会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全面分析了新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重点围绕探索形成新
发展格局的路径、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
础、增强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动能等方面深入
讨论，形成广泛共识。

会议明确，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
合攻关计划，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协同办好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高品质共建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深化自贸试验区联动；探索在上海、
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开展碳达峰、碳中和
试点示范，推动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一项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协同举措，将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的殷切嘱
托进一步落地落细落实。

洋山港四期码头泊位旁，几艘小型集装箱
货运船安静地进行装载作业，江海联运船装完
货物后，将沿长江一路西行，那里是中国广阔
的 腹 地 。 而 满 载 各 类 货 物 共 100 个 标 箱 的
X9018 次中欧班列，也从浙江义乌西站启程，
一路驶往中亚地区。

襟江带海的长三角，正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挺立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前沿。

（本报记者谢卫群、顾春、姚雪青、游仪
参与采写）

杂交水稻示范基地亩产创新高
达1326.77公斤

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王俊
岭）“1-9 月，全国
实际使用外资 8595.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19.6%；折合 1292.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5.2%，这是近十年来
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22 日，
在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
示，今年，商务部会同各地区
各部门，扎实推进稳外资各项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规模再创历史同期

新高，引资结构实现进一步优
化，引资质量不断提升。

制造业和服务业引资实现
“双增长”。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增长 22.5%。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扭转连续两年同比下降
态势，增长 1.9%。高技术产业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9.1%，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5.2%，

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3.4%。
外资大项目支撑作用增强。

新设或增资合同外资 1 亿美元
以上大项目 899 个，同比增长
56.6%。广东惠州埃克森美孚化
工、江苏盐城SK新能源、湖南
长沙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
车、上海开市客超市等一批标
志性大项目纷纷落地或增资。

开放平台引资带
动作用明显。全国 21
个自贸试验区、海南
自由贸易港实际使用
外 资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1.9%、386%。北京等5个服务
业扩大开放示范试点地区服务
业吸收外资占全国服务业吸收
外资 34.1%。国家级经开区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7%。

前三季度，全国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3.6万家，同比增长
36.5%，这是除 2018 年外近 20
年同期增长最高。

前九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实现两位数增长

本报开封 10 月
24 日 电 （记 者 王
者） 记者从日前召开
的 2021 年全国推动

“四好农村路”高质
量发展现场会上获
悉：前三季度，我
国累计完成农村公
路 投 资 2854 亿 元 ，
新改建农村公路10.5
万公里，完成农村公
路安全防护工程5.14
万公里。

图为 10 月 24 日
重庆市丛黑公路白
龙湖村段两旁景色
如画。

曹永龙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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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24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财政部 22 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64020 亿元，同比增
长16.3%。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76526 亿元，同比
增长1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收入 87494 亿元，同比增长 15.6%。
全国税收收入 140702 亿元，同比增
长 18.4%；非税收入 23318 亿元，同
比增长5.4%。

从主要税收收入来看，前三季
度，国内增值税 50103 亿元，同比
增长 17.4%；国内消费税 12212亿元，
同比增长 12.3%；企业所得税 35645
亿元，同比增长 18.8%；个人所得税
10413亿元，同比增长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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