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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8地市提升合作能级
产业创新城市联盟聚焦一体化进程中跨领域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长三角产业创新峰会日前在上海普
陀区举行。峰会以“产业新生态、资本
新动力”为主题，旨在促进长三角地区
企业与政府部门更好交流、科技与创新
更好交互、产业与资本更好交融，深化
产业合作内涵，提升资本合作能级，全
面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在此次峰会上，上海市普陀区作为
首发倡议方，与江苏南通、江苏盐城、
江苏连云港、浙江舟山、浙江台州、安
徽淮北、安徽铜陵等 7 个地市，共同启
动“长三角产业创新城市联盟”这一开放
创新平台，并邀请山东临沂作为伙伴城
市。该联盟通过倡议共同建立战略合作
机制，开展学术研究、课题合作、信息交
流、论坛组织等多形式合作，聚焦长三角
一体化进程中政、产、学、研跨领域重大
问题和关键环节，充分发挥特色新型智
库优势与先导作用，通过多层次务实合
作和全方位对接交流，促进产、学、研各
机构在产业创新方面的深度交流与协
作，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发展。

上海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顾军表
示，普陀区将以“长三角产业创新城市
联盟”成立为契机，与其他各城市深化
交流合作，共同为促进长三角产业创
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顾军表示，普陀将从三个方面服务
长三角一体化，“第一是聚焦‘1+4’重点
地区，构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空间
布局。第二是聚焦产业资本合作，助推
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市政
府日前发布《上海市产业地图》，明确将
智能软件、研发服务、科技金融作为普陀
未来重点发展产业。第三是聚焦优化营
商环境，面向长三角企业提供高效优质
服务。坚持‘服务是普陀第一资源’的
理念，主动对接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建设，聚焦方便、快速、精准 3个关键
词，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黄晓武说：“淮
北市地处长三角最北部，也是沪苏浙
皖四省市交会区域，是长三角经济区
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全国知名、直接

为长三角提供能源支持的煤炭资源城
市和能源基地。近年来，我们努力打
造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自然生态，
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全面实现由过去的‘煤
城’向现在‘美城’的华丽转身。这
是长三角城市之间密切协作、互利共
赢的结果。”

“长三角产业创新股权投资基金”
在峰会上正式设立。据国盛集团董事长
寿伟光介绍，基金将面向国际国内，立
足长三角，聚焦区域内龙头公司的并购
重组、国企混改、股权投资等，引领区
域产业资源、创新资源的优化、整合、
协同，促进产城乡一体化融合，推动长
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产业创新峰会上还发布了
2018“新华—上普中国资本市场并购指
数”。这是在对中国证券市场并购指
数、上海产权市场并购指数综合分析基
础上形成的，是反映中国资本市场并购
交易活跃度的风向标。指数由新华社中

国经济信息社、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
金融业联合会、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华东师范大学共同编制，至今已连续发
布 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中唯一的并购
细分领域指数。

长三角作为在我国具有较大影响
的 经 济 区 域 ， 各 类 创 新 产 业 要 素 密
集，各类优质资本聚集，各类超级企
业云集。发挥长三角产业优势、资本
优势，打造世界级企业，必将对长三
角地区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加快推动长三
角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此次峰会由长三角区域合作
办公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上海
国盛 （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上海
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管委办、上海国有
资本运营研究院承办，来自长三角各地
市的代表和知名企业家近600人参加了
本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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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是 没 有 共 享 喷 漆 园
区，我这批订单就要‘泡汤’
了。”说这话的是山东德州市
宁津县长平家具厂厂长冯春
堂。这两天，冯春堂刚刚与宁
津梦乐佳家具有限公司经理梁
富建签下共享合作协议。今年
初，梁富建投资 600 多万元，
第一个入驻宁津张大庄镇绿色
共享园区，并建起了4条环保
喷漆流水线。“你可以直接下
订单到我这里喷漆，也可以租
我的车间、我的设备，这样实
现了资源共享，车间利用最大
化。”梁富建说。

“小作坊”式的喷漆污染
是家具生产企业污染治理的重
点和难点，但一条符合环保要
求的喷漆生产线投资少则几百
万元，多则上千万元，令小微
企业望而却步。作为国内最大
的实木家具生产基地，山东德
州市宁津县过去有400多家喷
漆企业，在去年的环保督察
中，有300多家被划为“散乱
污”并叫停。

在治理污染方面，宁津县
对“散乱污”企业不是简单地

“一关了之”，而是借势积极引
导，以产业园区共享倒逼家具
企业转型升级。今年以来，他
们规划建设了家具制造共享园
区，让众多中小家具生产企业
实现了绿色生产和资源共享。
为此，他们专门聘请广东顺德
家具研发院制定了生产标准，
在事关达标排放的生产工艺方
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同时，宁津还采取灵活多
样的入园政策和办法，企业既可以单独入驻也可以联合入
驻，厂房既可以租赁也可以买断，让想进园区的企业都能
进得来、留得下、用得上，但入园以后，必须执行统一的
生产标准，确保全过程达标排放、绿色生产。宁津县把企
业入园过程变成了一个企业转型、产品升级、新旧动能转
换的全新过程，制定了《企业入园办法》和《家具产业转
型升级的意见》，企业入园后全部采用新工艺、更换新设
备、生产新产品，入园后的企业产品档次、生产效率都将
有一个大的提高。

据宁津县家具产业推进领导小组组长武永生介绍，目
前统一规划建设的4个园区即将全部投入使用，可整合县
内1000多家中小企业和15000多名产业工人入园，年生
产能力将达到100万套成品餐桌椅、700万套“白茬”家
具规模，年销售收入可达150亿元左右。

近日，家住河北廊坊广阳区铁路宿
舍的梁凤兰老人发现，离家几十米外一
公厕从过去的“脏乱差”变成了“净洁
美”。梁凤兰对记者说，改建公厕这件
事儿不大，但让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心里
热乎乎的。

“‘小’问题连着大民生。扎扎实
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个‘小’问
题，百姓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才能实
实在在得到提高。”在廊坊市委书记冯
韶慧看来，抓民生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不仅要谋划实施好重大民生保障项
目，加快构建民生保障长效机制，还要
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好群众身边“小”问

题，群众的日子才能一天比一天美好。
通过精心调查和梳理，廊坊找出群众关
心的 20 多件“小事”逐一给予解决。
让广大群众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覆盖主城区和开发区的“厕所革
命”，是廊坊为提升百姓生活品质从一
件“小事”着手的发力点。今年，廊坊
市建设部门按照每平方公里 4 座的标
准，启动了市区和开发区 129座公厕的
建设，全部建成后 275座高标准公厕将
覆盖大街小巷。

廊坊建市不足 30 年，由于基础较
差，小街小巷多，路况差是困扰百姓

生活的一大难题。近年来，廊坊市在
建设城市环线、打通“断头路”、提升
主次干道、加密路网的同时，还每年
启 动 一 批 小 街 小 巷 治 理 改 造 提 升 工
程，让城市“微循环”畅通整洁。仅
最近 3 年，市区就实施了 190 条小街巷
改造提升工程，“堵心路”“泥水路”
变成了“舒心路”“畅通路”，百姓出
行更加便捷。

遍布廊坊城区的街头公园、绿地，
满足了群众走进自然、亲近自然、远离
喧嚣的期盼。在相继建设了自然公园、
文化公园、丹凤公园、瑞丰公园等一批
大型公园的同时，廊坊又在市区建设了

知星园、依水园、晓月园、菊园、文明
园等 70 多个街头公园，市区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 46.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3.97 平方米。百姓走出家门，不出
500米就能进公园。

为方便群众健身、锻炼，廊坊在市
区 28 个街头公园广场安装了体育健身
器材，有的还建起了篮球场、排球场、
小足球场，把健身、锻炼设施送到了群
众身边。

“小”处发力解难题，不遗余力惠
民生。群众办理医保缴费、转诊转院
等手续，过去需要来回跑数趟。廊坊
人社部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调查研
究，建成了国内领先的“智慧医保”
服务平台，为 5000 家参保单位、400
余 万 名 参 保 人 提 供 安 全 、 便 捷 的 线
上、线下医保及人社综合服务。预约
挂号、诊间支付、报告查询、转诊转
院、异地安置、生育备案等 30 余项服
务实现了网上通办，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河北廊坊着眼小事惠民生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杨启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