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暑假里， 来自沪苏浙等地的游客在歙县
徽州古城参观游览。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让更多优质皖货
畅销长三角

■ 本报记者 史力

7 月 19 日清晨 ，萧县孙圩子乡东北部 ，程蒋山
村外田野里，三三两两的农民正在忙着浇水。 播下
不久的胡萝卜已发芽 ，远远看去 ，星星点点的嫩绿
映入眼帘。

“以我们村为中心 ，胡萝卜种植基地面积有 1
万多亩，主要销往长三角市场。 去年被认定为长三
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程蒋山村村委
会主任黄峰告诉记者， 眼下秋茬的胡萝卜刚种下，
每天都组织农民浇水，以提高发芽率。 春茬胡萝卜
已收获完毕 ，平均亩产 4 吨到 5 吨 ，亩均纯收入不
低于 3000 元，“现在胡萝卜种植已经是我们乡发展
最好的特色农业之一。 ”

发挥农业资源丰富 、环境优越的优势 ，我省加
快在农业领域融入长三角发展 。 去年 “158”行动
计划印发实施 ， 推动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
加工供应基地 。 上半年 ，24 个 “一县一业 （特 ）”示
范县主导产业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49.02 亿元 ，示
范创建县主导产业实现全产业链产值 479.82 亿
元 ，同比增长 14% ；沪苏浙地区销售额达 118.47
亿元 ，同比增长 32%。 273 个示范基地累计投入各
类资金 48.46 亿元 ； 一二三产总产值 420.75 亿
元 ，同比增长 23% ；沪苏浙地区销售额 227.57 亿
元 ，同比增长 35%。

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期间，三省一市
农业农村部门签署《共同推动建立长三角绿色农产
品展示交易服务中心合作协议》， 进一步加强长三
角地区品牌农产品展示交易、渠道推广、品牌推介、
联合招商和基础研究服务合作等。牵头三省一市禁
捕办签署了《长三角地区联合做好长江“十年禁渔”
合作备忘录》，联合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建立健全
长江“十年禁渔”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郎溪县、广德
市与溧阳市农业农村局签订“一地六县”合作协议，
合作构建农业农村领域互联互通和互访交流机制、
农业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农产品展示展销及项目投
资促进机制，加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乡村振兴
合作。组织全省知名茶叶企业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
茶叶博览会 （杭州 ）、2021 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等 ，
推广我省茶业名片。霍邱县举办霍邱稻虾暨名特优
农产品杭州推介会 ，利用霍邱县 “中国生态稻虾第
一县”的优势，将优质小龙虾引入杭州市场。

对外大力实施“双招双引”。芜湖市与上海麦金
地集团达成合作，共建麦金地集团中央厨房学生餐
总部项目，设立产业基金，建设中央厨房产业园，首
期固定资产投资达 2 亿元。蚌埠市淮上区与上海善
之农电子商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约， 投资 10 亿
元 ，建设善之农国际农产品供应链 （蚌埠 ）中心 ，建
立新型供应链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上半年，全省农
业农村系统招商引资项目 352 个，投资意向 1439.7
亿元 。 其中已签约项目 186 个 ，合同金额 597.1 亿
元；开工项目 42 个，投资金额 197.6 亿元。

“金融活水”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 本报记者 何珂

“在上海，公司承建了保障住房项目；在江
苏常州，公司承建了高楼；在浙江金华等地都
有项目合作。 ”位于马鞍山的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王乐介绍，通过与沪苏
浙的紧密合作，企业加速发展。 发展的背后，是
“金融活水”的助力。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能与企业发展相适应。 ”王乐
说，除了满足企业自身的融资需求之外，还为
供应链上下游 400 户中小企业提供总计 8 亿
元的融资，为整个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发展注入

“血液”和活力。
据悉，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安徽银行

业保险业一体化建设， 支持安徽积极参与、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安徽银保监局及时研究
出台了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 33 项措施， 充分发挥银行和保险两
个体系的协同优势，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注入金融动力。 截至 6 月末，我省银行业累
计支持长三角一体化重大项目 610 个，授信额
度 1648.73 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 2530.45
亿元， 较年初增长 29.76%， 科技型企业贷款
1882.3 亿元，较年初增长 23.43%，分别高于各
项贷款增速 20.92 个、14.59 个百分点。 全国性
银行保险在皖分支机构累计争取向安徽倾斜
资金 3182.64 亿元， 总部位于沪苏浙的银行机
构在皖资金投放同比增长 18.36%。

“今年上半年，我们加大重点项目金融支持
力度，出台支持重大项目的专项政策，积极对接
安徽省重点投资项目 283 个， 审批授信额度
441.15亿元。 轨道交通金融服务领域实现重大突
破， 为合肥和南京轨道交通投放信贷资源 24.89
亿元。 同时，围绕新基建、先进制造业、乡村振兴
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私募债业务，上半年投资
长三角地区企业发行的私募债 189亿元，助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徽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总部位于长三角区域的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 浙商银行合肥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今年6月末， 该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
累计15.76亿元 ， 较年初增加7.21亿元 ， 增速
84.28%，高于各项贷款增速70.71个百分点。同时，

通过对标浙江省开展调
研，学习金融支持科技创
新发展的先进经验，发挥
平台化服务战略优势，助
力安徽加快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金融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安徽银保监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引导
银行业保险业，把握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机遇，联动
直接融资和产业投资，力
争 3 年内科技创新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信贷总量和占比显著
提高、结构明显优化，为推动地方经济
加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共建共享 携手打造“幸福长三角”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一体化
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长三角三省一市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便
利共享合作事项落地见效，让更多长三角群众
享受一体化带来的红利。

互联互通

构建便利交通网

清晨，一列动车为穿梭在南京、马鞍山两地
之间的人们拉开“同城生活”的序幕。200公里外，
每天往返于上海与苏州的“复兴号”以及上海地
铁 11号线，同样承载着几十万人的“双城生活”。

随着交往的密切、交通的畅达，越来越多
长三角群众上演着这样的“双城记”。

掏出手机，打开“合肥轨道”App，选择“切
换卡片”， 合肥的地铁乘车码就能在上海、温
州、宁波、杭州、南京等城市之间自由切换。 市
民异地乘地铁，只需轻点手机，几步操作就能
便捷地刷手机进站。

市内有地铁， 跨省有高铁，“轨道上的长三
角”让出行更便捷。 目前，长三角地区已形成全
国最为密集完善的高铁网。 截至 2020 年底，长
三角地区铁路营业里程约 1.3 万公里，其中高铁
约 6100 公里，大运量、多层次、多元化、安全可
靠的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供给能力全面提升，轨
道交通基础设施规模、 能力和服务水平位于全
国前列，群众出行更加快捷舒适，完善的高铁网
络也有力支撑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为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 推动交通运输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提出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形成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多层次、优衔接、高品质的轨道交通系统。
轨道交通总里程 2.2 万公里以上，新增里程超过
8000 公里，高速铁路通达地级以上城市，铁路联
通全部城区常住人口 20 万以上的城镇。

截至目前，我省已开工建设合新高铁和宁
滁、宁马城际铁路等，高铁运营总里程居全国
首位，实现“市市通高铁”。 空运方面，推进世界
级机场群建设， 依托芜宣机场规划建设芜湖
（京东）全球航空货运枢纽港。 港口方面，推进
世界级港口群建设，先后开通阜阳—蚌埠—上
海、芜湖—上海宜东及外高桥“点到点”等 3 条
集装箱航线以及合肥至上海直达集装箱班轮。
公路建设方面，持续打通省际“断头路”，开工
建设宁国—安吉高速安徽段， 加快推进水阳
江、 新汴河等省际航道整治和黄山—千岛湖、
来安—六合等省际高速公路建设。

一网通办

实现跨省户口网上迁移

今年 2 月 19 日 ，江苏 、上海 、浙江 、安徽

（合肥）推行长三角区域内跨省网上迁移户口。
合肥成为我省首个实行跨省户口迁移新政的
城市。 2 月 24 日下午，在合肥市蜀山区户政中
心，原上海户籍的徐先生成为长三角三省一市
居民跨省户口迁移新政实施后我省享受该便
民措施第一人。

3 月 12 日，跨省户口网上迁移业务进一步
扩大范围，拓展到全省 16 个市，这标志着长三
角跨省户口网上迁移实现全覆盖。 今后，沪苏
浙皖四地户籍居民在长三角区域内跨省迁移
户口时，只需在迁入地申请办理即可，再也不
用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来回奔波。

4 月 14 日，在马鞍山市公安局花山分局户
政中心办事窗口，来自浙江永嘉的叶女士看到
办理好的新户口页，感叹道：“本以为这事不折
腾三四趟、花几十天时间，不可能办好。 没想到
办得这么快! ”她刚通过“长三角网上迁移”系
统，将自己的户口从浙江迁到户籍在马鞍山花
山区的爱人吴先生的户上，办理过程仅用了两
个工作日，方便快捷出乎意料。

据统计，该便民措施发布以来，在安徽像
徐先生、叶女士这样享受长三角网上户籍迁移
便利的群众已超过 1 万人。

以往，居民在跨省迁移户口时，申请人先
要在迁入地公安派出所提出落户申请，待审批
同意后， 在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开具纸质准迁
证，然后持准迁证回到户籍地派出所开具户口
迁移证，最后再回到迁入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

续，整个流程申请人不仅需要往返两地，还需
至少 4 次前往公安派出所。

新政策到底有多方便？ “一地办理、网上迁
移”是新政的特点。 据介绍，长三角区域跨省户
口迁移网上办理整合了三省一市公安机关人
口数据资源，依托公安部人口信息系统，以网
上迁移信息流转取代纸质证件，真正实现“数
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下一步，四地公安机关将深入贯彻落实国
务院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相关要求，
进一步总结经验、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机
制、创新合作方式，主动对接长三角一体化政
务服务体系， 持续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为今后全国范围内的“跨省户口网上迁移”
打下坚实基础。

便利共享

一批公共服务事项落地见效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关键是三省
一市要加强协调联动， 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开展全方位合作。 围绕疫情的联防联控、减灾
救援等突发事件应对， 我省与沪苏浙一起，共
建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据介绍，去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长三角
疫情联防联控“7+5”协同机制，与沪苏浙共同
编制长三角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体

系建设方案，联合举办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
救援博览会，共同开展森林防火、航空应急救
援演练，积极推进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航空救
援基地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进长三角住房公积金
异地办理方面，再迈新步伐。 我省积极推进长
三角住房公积金“一网通办”，共同签署《长三
角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
现 “个人申请出具异地贷款缴存使用证明”服
务事项跨省通办。

一年来，三省一市还联合开展了一系列促
消费活动，通过联合举办“五五购物节”，制订
“快到皖里来”促进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扎实开
展消费帮扶，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同时，
持续深化“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共同发展异
地异店无理由退货承诺企业 400 多家，累计培
育放心消费单位 50 多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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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44月 3300日，，芜湖宣州机场迎来首批航班。。 本报通讯员 水从泽 摄

荨 7 月
21 日，位于蒙

城县小辛集乡的上

海市外（蒙城）蔬菜主供
应基地，农民正在采摘秋葵。蒙

城县是安徽省内首个上海市外蔬菜

主供应基地。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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