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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青春上海北京特派记
者 刘晶晶

本报讯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
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长
三角的区域品牌并未被真正打
响。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主
席、德勤亚太区客户和市场领导合
伙人蒋颖建议用“产业地图”的方
式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群产业
发展规划，实现城市产业协同发
展，增强经济发展总体竞争力。

长三角地区虽然处于中国
经济开放前沿，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但仍旧存在产业同构问
题，城市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较高。“比如研究就显示，在长三
角具有代表性的六大城市中，上
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合肥
的主导产业比较相似，电子信
息、汽车、能源化工均在各地被
反复提及。”蒋颖委员告诉记者。

目前共建产业环境、形成区
域品牌、提升地域营商环境的共
识在长三角各城市目前仍未充
分达成。在当前长三角城市群
各城市各自独立发展、信息割裂
的现状下，极不利于产业相关要
素充分实现最畅通的流动和最
优化的配置。

蒋颖表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需要长三角各城市间暂时放下眼
前利益、提高格局，推动彼此在金

融市场、土地与产业等信息数据资
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在一体化的大
目标下，推动整个区域的产业要素
资源实现最优化的配置，在此前提
下进一步做大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的大蛋糕，实现各城市之间真正的
错位竞争及共赢博弈。

也因此，蒋颖委员建议，要在
国家层面明确各地政府在引领产
业转型升级中的规划与分工，构建
一个以产业为核心、以科技为驱
动、以创新为理念，统筹长三角各
城市经济信息、土地信息、交通信
息、要素信息的动态可视化“长三
角产业地图”，以“小切口大突破”

的方式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建设。
“这个’长三角产业地图’可

以全面、客观、对称地收集来自
长三角各地产业发展现状、产业
发展要素、产业发展战略等信
息。”蒋颖表示，“长三角产业地
图”可以整合构成“信息整合平
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分布
式存储等技术将长三角各个地
区政府统筹起来，形成动态可视
化的“产业地图”，为长三角一体
化绘制一个综合性产业发展图
景和发展脉络，从产业的协同发
展视角出发，最大化实现长三角
区域产业分工协作。

代表委员热议怎样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青年应学好本领闻“机”起舞 始终保持奋力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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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人口老龄化是长
三角各省市共同面临的现实，长
三角区域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
应尽早’通关’。”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上海外
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
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绮在两
会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黄绮告诉记者，四省市民政
部门已经签署了《长三角区域养
老合作与发展》备忘录。但仍存
在突出问题。包括缺乏行业标
准、缺乏信息整合、缺少服务对
接和政策对接。

此外，各地养老服务现状是
各自为政，缺少交流与共享。同
时，随着异地养老、旅居养老群
体的增多，长三角区域内养老缺
少服务衔接的问题也更为显
现。“120医疗急救体系，就缺乏
跨省市协调机制，一般只负责省
市内的急救服务，打通跨省急救
通道是当务之急。”

在政策方面，也存在这种状
况。黄绮表示，现有的社会保障
制度和养老服务政策都是地区
性统筹或财政支出的，因此各
地的医保政策、补贴政策缺乏
对接。“首先，医疗保险异地结
算问题就是各养老机构反应
最普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黄绮委员表示，此次两会期
间，她也将提出建议，长三角地
区应当建设一个开放、交融的养
老服务市场，打破区域市场壁
垒，促进社会资本、劳动力、技术
等生产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推
动信用体系互认，养老信息畅通
无阻，服务和数据共建共享，早
日实现医保一卡通，养老补贴互
相认可和流通，医疗急救系统能
无缝对接 有绿色通道等等，共
同营造一个让老年人受益的制
度环境，推动长三角区域内异地
居住的老年人养老政策早日“通
关”，为老年人自主选择合适的
养老服务地点和服务方式提供
便利和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黄绮：

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应尽早“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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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过去一年的推进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
相关调研中，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发现，长
三角区域地区人才资源配置不
平衡等因素，已经导致了企业发
展过程中的高新成果评价、新产
品的地方检验认证认可等实际
需求难以满足。“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应进一步推进区域人才资
源的共享。”他对此建议。

曹阿民委员介绍说，目前，
长三角区域80%的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大型科学仪器与装置、
重点实验室、院士等高端人才集
中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无
锡、宁波等区域中心城市，而位
于边缘地区的三线、四线城市的
科技资源占比较小，能够享受政
府创新政策的优惠较少，部分城
市更是存在人才单向流失问题，
影响了其参与推进长三角人才
资源共享计划的积极性。

同时，一些三线、四线城市
人才资源尤其是专家资源缺乏，
在受理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果评
价或新产品检验、认证认可时，

由于缺乏相应领域的专家资源
而无力进行及时评估、认证认
可，造成成果或新产品的推进障
碍与困难，影响城市的营商环境
提升。

曹阿民委员为此提出，要进
一步推进长三角区域人才资源
共享。他建议要建立长三角专
家资源人才库，搭建专家资源共
享平台。“通过建立产业应用类、
科技创新类、医师类、科技服务
类等长三角多元专家库资源，建

立信息互通互联机制，实现长三
角区域专家资源与区域产业、社
会保障需求的有效对接，充分挖
掘关系到经济、科技、民生等领
域的人力资源潜能。”

他还建议可以实施开放的
人才流动机制，探索试点专家人
才多点执业。“1980年代‘星期
日工程师’曾为长三角跨界技术
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现
在也可以设计开放的人才流动
机制，加强政策协同。”

全国政协委员蒋颖：

制定“长三角产业地图”打响区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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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曹阿民：

长三角可探索试点专家人才多点执业

杜绝违法污染企业在地区间的
转移。同时将设有入河排污口
的排污企业污水排放在线监测
设备纳入水利系统入河排污口

监控系统或平台，配合模拟预
警，建立流域预报应急网络体
系，实现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她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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