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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边区域多领域合作走向纵深——

政 策 牵 手 带 来 发 展 连 心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精准高效为零工就业赋能

蒋

波

河北张家口市简化企业办事流程——

“虚拟审批”追求的不只是速度
本报记者 王胜强

7 月 16 日，建设中的海南文临高速公路定安美玉互通路段。文临公路作为海南“丰”字形高速

公路网中的第一横，全长 121.36 公里。目前项目全线正加快建设，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

将大大缩短临高与海南东北部市县的通行时间。 张 茂摄（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江西省长益光电有限公司江西省长益光电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来自湖南工人正在赶制来自湖南

长沙的订单长沙的订单。。

图图②② 建设中的赣湘开放合作试建设中的赣湘开放合作试

验区萍乡湘东园区验区萍乡湘东园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摄摄

本版编辑 祝 伟 美 编 倪梦婷

7 月 13 日，伴随笛声长鸣，一列满载着原材

料的铁路货运专列缓缓驶入江西萍乡市湘东区

赣西国际港工业园公铁联运区内。

“自去年 5 月 13 日开通第一趟湘赣边货运

专列以来，目前已经开行专列 290 余趟，运输货

物 约 60 万 吨 ，其 中 湖 南 企 业 货 物 占 比 超 过

60%。”萍乡市湘通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郑维峰说，随着赣湘区域合作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湖南企业将毗邻的湘东区作为转运

枢纽，以此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江西与湖南地域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

亲、商贸相通、产业相融。自 2021 年 10 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

建设总体方案》以来，两省紧紧抓住中部地区崛

起、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机遇，推动湘赣边

区域合作步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政府搭台

悠悠萍水入湘江，红色安源连韶山。湘赣

边区域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地带，涵盖两省

9 个设区市、24 个县（市、区），总面积 5.05 万平

方公里。

早在 2005 年 9 月，江西萍乡市就通过举办

中国·萍乡安源赣湘红色旅游区域合作高峰论

坛 ， 与 南 昌 、 长 沙 、 株 洲 等 地 共 同 签 订

《“10+1”湘赣红色旅游区域合作宣言》 等

系列协议，使两省红色旅游开始摆脱“单打独

斗”模式，标志着湘赣边区域交流合作从民间

“唱戏”向政府搭台迈进。

多年来，湘赣边区域在产业、交通、文

旅、社保、公积金、卫生医疗等领域共谋发展

之道、共创发展之机、共享合作之果。在两省

唯一全境纳入示范区的设区市江西萍乡市，先

后签订了 《渌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等 40 余项区域协议。目前，萍乡境内 13 个乡

镇 33 条乡村公路与湖南实现无缝对接；萍乡

31 家定点医院与湖南长株潭 194 家定点医院实

现互接，可异地就医。

5 月 27 日，2022 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

设推进大会在萍乡市召开，湘赣两省签署了《湘

赣六地市医疗保障部门合作备忘录》《关于共同

推进萍水—渌水航道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等系列合作协议，推动湘赣边区域合作进入新

发展阶段。

会上，湖南省委书记张庆伟说，要努力在全

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上探索新路径、在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中探索新模式、为省交界地区协

同发展探索新经验。江西省委书记易炼红说，

要共抓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大机遇，全力推动湘赣边区域合作发

展提速升级，引领带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迈

出更大步伐。

产业协同

经过多年合力建设，湘赣边区域内目前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900 多公里，所有县市均

实现 30 分钟上高速公路，随着内畅外通、立体

互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的建成，湘赣边产业进一

步实现协同融合发展。

“我们公司 2018 年 5 月落户上栗，当年 9 月

租用厂房投产，2019 年占地 150 亩的自建厂房

投入运营。通过 3 年的高速发展，公司正在朝

着年产值 25 亿元、年纳税 5000 万元的目标大步

迈进。”在赣湘合作产业园，萍乡伍子醉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孝余说。

在萍乡市上栗工业园，企业深度参与湖南

长株潭先进制造集群建设。比如，萍乡高恒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端精密光学复合薄膜，主

要供应长株潭；鑫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长沙

三一重工提供配套；雪狼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为

位于株洲的中车集团提供配套产品等。“我们

通过‘主产在长沙，基地在上栗；研发在长

沙，配套在上栗；生活在长沙，休闲在上栗’

模式，打造长株潭地区的产业协作配套区、科

技成果转化区、旅游休闲度假区。”萍乡市上

栗县委书记利军说。

在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带动下，江

西从湖南引进项目投资总额逐年上升，2021 年

共引进项目 219 个，总投资 452 亿元，较 2020 年

上升 3%、较 2019 年上升 31%，占江西引进省外

资金的 5%。湖南已成为江西湘赣边区域引资

引项的重要来源地，湘东产业园 33%、上栗产业

园 27%企业的投资商为湘籍企业。

浏阳市委书记朱东铁说，近年来，浏阳市与

湘赣边县（市、区）在产业共促上纵深发力，共同

打响了“湘赣红”区域公用品牌；以浏阳市省级

农业科技园为依托，发起在湘赣边区域共建原

材料基地；实施花炮产业“三年行动计划”“十条

激励措施”，与兄弟县市共同推进全国烟花爆竹

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

“我们在湘东—醴陵、上栗—浏阳接壤地分

别规划了 30 平方公里的共建园区，推动一批企

业为湖南中车、三一集团、蓝思科技等知名企业

生产配套产品，加快构建‘一核四区’合作平台，

努力将萍乡打造成为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技术成果转化区和产业协作配套区。”萍乡

市委书记陈敏说。

共促振兴

7 月 4 日，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2022“红土情深·嘉游赣”（长沙）旅游推介活动

在湖南长沙开幕，通过一场推介会、一场文旅企

业对接会、一个产品推广活动、一系列高校推

广、一次文旅项目考察模式，立体式宣传推介江

西文旅资源，推动湘赣两省文旅互动交流。“要

以更开放的理念、更务实的作风，走出一条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新路，推动文旅产业进一

步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率团学习考察长沙文

旅产业后，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庄兆

林说。

近年来，赣湘两省持续加强交流协作，花红

果硕。根据《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

方案》要求，两省将在红色文化传承、跨省产业

协作、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协同发力，共促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

“我们将在萍乡现有 33 条道路与湖南充分

对接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交通运输协同联动机

制，推动长赣高铁、沪昆高速昌傅至金鱼石段改

扩建、渌水航道等工程尽快开工，加快启动赣西

港铁路港、公路港、仓储区和渌水航道等重大项

目，打造赣西港等一批公铁海联运枢纽。”萍乡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钟邦元说。

文旅融合方面，两省统筹旅游产品开发

和线路设计，推行长株潭萍旅游“一票通”，

推动一批景区纳入“初心源·湘鄂赣”文旅

一卡通，长沙市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株洲炎帝陵景区等一批湖南景区纳入萍乡文

旅惠民卡合作景区。聚焦红色基因传承，“秋

收起义—湘赣红旗”入选建党百年百条红色

旅 游 线 路 ， 打 造 “ 湘 赣 无 边 界 、 这 里 是 秋

收”等一批湘赣文旅品牌与“韶山—安源—

芦溪—莲花—井冈山”经典培训线路，建立

与长株潭都市圈资源互享、客源互送、线路

互推的旅游合作发展格局。聚焦公共服务共

享，推动 48 项高频事项“跨省通办”，不断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我们将继续在环境保护上协同发力，建

立健全常态化的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建立健全株洲萍乡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

联控实施方案，建立联合打击跨省非法转移倾

倒危险废物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合作机制，协

同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

物污染等环境问题，共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样

板区。”萍乡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肖根铭说。

湘赣一家亲，合作赢未来。湘赣边区域合

作发展正朝着打造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先

行区、省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的样板区、绿色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区前行，携手书写革命

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的时代荣光。

今年，江苏将在省内市、

县人流量大、交通便利的中

心区域布局建设 17 个省级

规范化零工市场，为灵活就

业人员和用工主体提供常态

化就业服务，并与网络就业

云平台结合，开展线上求职

招聘服务。同时，江苏还配

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规范

化零工市场基础设施和服务

功能建设标准。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

的迅速崛起，零工经济蓬勃

发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

人员已达 2 亿人左右，零工

经济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

长 点 和 新 就 业 形 态 的 助 推

器。然而，不少地方的零工

市场用工双方权益得不到很

好的保障，甚至存在劳务纠

纷等潜在风险。

零工经济在稳定经济、

降低失业率的同时，存在就

业方式不稳 定 、 劳 动 者 保

障 不 足 、 优 秀 人 才 难 留 住

等 诸 多 问 题 。 因 此 ， 因 地

制 宜 构 建 标 准 统 一 、 服 务

规 范 的 零 工 市 场 ， 为 零 工

群体提供就业推荐、职业规

划、劳动维权等服务势在必

行，可以保障其劳动权益，也可以推动零工市场

“灵活而不乱”。

建设零工市场，首先要加快零工经济领域标

准化体系建设。出台行业性服务标准和规范，建

立健全零工经济从业人员数据登记备案制度，全

面采集从业人员信息，将已经成熟的就业形态纳

入新职业目录，作为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社保待

遇、保障劳动权益的基础。

其次是强化用工供需对接，制定零工用工规

范。零工市场应加强与市场化求职平台合作，发

挥中介组织作用，让零工供需对接更精准。同时，

在区域范围内制定零工用工价格指导价，制定零

工用工规范，增强供需双方信任，为劳动纠纷提供

参照。比如，《江苏省规范化零工市场基础设施和

服务功能建设标准(试行)》就明确鼓励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社会资本和优质服务资源参与零工市

场建设和运营管理，依法依规提供招聘求职对接

服务，拓展职业规划、企业管理、法律援助等专业

化服务，这将为社会组织更好服务零工市场奠定

坚实的政策基础。

同时要健全适应零工经济就业特点的社保政

策，完善适应零工就业人员的社保政策措施。推

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快

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切

实保障零工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此外，在规范引导线下实体零工市场发展的

同时，还要积极搭建线上数字零工市场。推动零

工从在马路上“等活”向手机上“刷活”转变，实现

零工市场服务全天候、不打烊，以信息化手段为用

工方和求职者提供便捷、舒适、放心的服务。

“以前需要 20 多天的建设审批流程，这次

只用了 6 个工作日。”河北张家口市交投壳牌新

能源有限公司经理李俊男拿到施工许可证后

说。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对壳牌绿色氢能一体

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采取“虚拟审批”方式，

利用土地出让公告与成交时间空档期，完成工

程设计方案和各类评估评价报告编制审查等相

关工作，审批时效大幅提升。

张家口市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作

为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信用体系

建设的重要抓手，下大力气解决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事项多、程序杂、耗时长等问题，先后推出

《张家口市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增速提效的实施意见》和社会投资产业类项目、

房地产开发类项目、市政基础设施类项目、全程

嵌入式跟踪服务监督 4个实施细则，制定“项目需

求清单”“政府服务清单”“项目建设进度卡”，将

社会投资产业类、政府投资类、房地产开发类项

目从项目立项到施工许可全过程分别控制在 80

天、90 天、120 天内完成。2021 年 10 月份实施以

来，该市完成审批项目 1143个、核准项目 144 个、

备案项目 899 个，总投资达到 3756.55 亿元。

“虚拟审批”制度将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

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 3 个阶段的技术性审查工

作以“虚拟审批”方式并入供地阶段，实行 3 个阶

段工作并联办理，实现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四证齐发”。

“在环节上做减法、在服务上做加法，‘虚拟

审批’模式通过企业自行承诺，部门领办、帮办

服务，先行审查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图预审

查，同步确定施工和监理单位，较常规审批可节

省约 4 个月时间。”该市行政审批局局长董峰说。

针对投资项目需多头申请办理的痛点，该

市还推出“极简审批”，项目单位仅凭土地出让

合同 2 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核准，不再进行社会

稳定风险分析报告审批；能改为事中事后监管

事项的，如亮化工程、供热计量工程验收，不再

纳入联合验收范围等。

“我们公司在赤城县后城镇曹家窑村开发建

设康养小镇项目，按过去的经验，200多天才能完

成前期手续，这次很快就开工了。”张家口中游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晓鹏说。

为简化企业办事流程，该市对社会投资功

能单一的简易低风险项目实行施工图“自审承

诺制”。项目企业提交与勘察、设计单位共同签

署的承诺书后，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自审承诺

办结时限较以前缩短 10 个工作日。

此外，该市还出台《张家口市质量安全监督

备案承诺制实施办法（暂行）》，简化施工许可前

置的质量安全监督备案程序。目前，全市工程

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已全部按照“承诺制”方

式进行办理。审批部门以施工许可证核发为承

诺期限，按程序先行做出审批决定，较好地解决

了重大项目“无法开工”等难题。

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赵文锋说：“张

家口要发展，要抓住机遇，必须把营商环境当

成天大的事来抓好，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从小

事做起，从细节做起，规范化、制度化、流程

化，要开展大学习、大比武、大提升，打赢这

场硬仗。”

企业办事人员正在企业办事人员正在““企业即时办企业即时办””窗口咨询相关政策窗口咨询相关政策。。武武 剑剑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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