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 5 周年。5 年来，凭

借长三角的“东风”、搭乘一体化

的“快车”，安徽经济社会发展驶

入快车道，无论是科创实力，还是

产业发展，抑或是民生保障，都实

现了长足进步。其中，广大群众

最为可感可知的，无疑是民生红

利的逐年扩大。

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安

徽与沪苏浙加强协作，打破行政

壁 垒 ，共 绘 长 三 角 民 生“ 幸 福

圈”。共同实施长三角区域社保

卡服务一卡通，实现异地提取住

房公积金、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等 140 项应用场景“一网通办”，

共同建设国家儿童、创伤、中医、

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开展与浙江

大学省校全面战略合作……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让广大安徽人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沪苏浙优质公

共服务资源。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是检

验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试 金

石”。持续深化和拓展我省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成效，就要

紧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这一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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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协同协作文章。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安徽要主

动靠上去、全力融进去，继续深化

与沪苏浙在民生保障领域的协同协作机制，为人民群众享

受更多同城化待遇创造更大便利。当前，应在公共服务前

端窗口和服务平台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后端公共服

务资源的整合，破除可能阻碍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

障碍，推动更多服务事项、应用场景实现“一网通办”“一事

一次办”，让区域群众享受到顺畅、便利、无差别的一体化

公共服务。

积极对接外部资源。作为一个发展中省份，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中，安徽享受的政策红利最多。其中，沪苏浙

与我省城市间的结对帮扶，有力推动了我省区域协调发

展。安徽应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携手推进

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等重点工作，主动承接

沪苏浙地区产业转移，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深化区域协同

发展，推动我省欠发达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城乡融合发展、

居民就业，不断夯实民生之基，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不断提高供给水平。扎实推进长三角基本公共服务

一体化，既是我省主动对标先发地区公共服务标准、加快

补齐自身短板的客观要求，也是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合作机

制、推动省内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现实机

遇。对此，应完善标准体系，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实践中，要聚焦群众在教育、医疗、就

业、托育、住房、养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推

出更多“能感知、有温度、见效果”的民生实事，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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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苗竹欣
本报记者 范孝东

“‘一公里警务带’让我们的工作

更加明晰，双方跨界联动，能更好地

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平安。”5月 28日，

在来安县汊河派出所，刚从南京市江

北新区巡逻回来的民警袁跃说。

来安县汊河镇与南京江北新区

仅一河之隔，两地警务工作时有交

集。“有时候巡逻到省界，遇到突发

状况，如果按常规程序，需联系对方

辖区派出所，就会影响处理效率。”

袁 跃 说 。 在 此 背 景 之 下 ，2020 年 ，

“一公里警务带”应运而生。来安县

汊河派出所与江北新区顶山派出所

联合协作，把巡逻管控、交通管理向

对方辖区各延伸一公里，探索建立

警务信息互通、联合执法办案等协

作制度。

前不久一个雨夜，袁跃在汊河

大桥南京江北新区段巡逻时，发现

一辆“福建籍”电动轿车因电能即将

耗尽不敢继续行驶，无奈打着双闪

停靠在慢车道。了解到这一情况，

袁跃立即带领车辆前往前方一公里

处汊河管委会充电站进行充电。

当得知是安徽警方在江苏辖区

帮 助 了 自 己 ，司 机 既 意 外 又 感 动 ：

“ 打 通 地 域 隔 阂 ，开 展 跨 省 警 务 合

作，真正方便了群众。”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一

衣带水、人缘相亲的滁宁两地交流

更加便捷，交往更加频繁。目前，汊

河镇现有人口约 12 万人，其中 7万人

为外来人口，“双城记”的故事每天

都在上演，这不可避免地给社会治

理带来新的挑战。

为了更好保障一方平安，汊河

镇与江北新区顶山、盘城、永宁、泰

山等四个街道分别签订《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共建协议》，明确专人负责

联络对接，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

互动交流。根据协议，两地在公检

法、城管执法、环保等领域建立合作

机制，开展“延伸一公里”服务。

针对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来安县

与南京市江北新区建立了警务合作

大数据请求服务系统，成立边界地区

矛盾纠纷联合调解中心，加强两地协

同调解。不久前，在南京林场地铁站

门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接警的江北

新区交警二大队民警得知涉事双方

均居住在汊河镇，立即启动两地联合

协调机制，在两地民警通力合作下，

成功调解此次交通事故。

“通过加强警务合作，有力提升

双方维护社会稳定、驾驭治安局势、

推进平安建设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来安县公安局汊河派出所所长潘良

峰介绍，今年以来，两地共协作成功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70 起，调解成功

率达 90%。

“一公里警务带”跨界联动保平安

■ 本报记者 朱 茜

前不久，在上海工作的沈先生回马鞍山

市购房置业，想提取上海的公积金。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他来到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

局咨询长三角“一网通办”业务，通过长三角

“一网通办”专窗人员引导办理，已经成功提

取自己的公积金。

公积金异地提取的便利，铜陵市民吴女

士也深有体会。吴女士在无锡工作，日前回

铜陵办理不动产证登记，但是办理完相关事

项后手头资金不足，她知道公积金现在可以

异地提取，便带着身份证、不动产证等相关

资料到窗口申请办理。了解情况后，工作人

员受理了相关材料，按照两地联办方式提取

申请人因购房所需的无锡公积金。

公积金业务异地办理的便捷化得益于

长三角政务服务高频应用“一网通办”。公

积金业务协同、数据共享，三省一市打造长

三角异地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在线开具异

地贷款证明等应用，居民异地购房提取公积

金“零材料”、多地联办“实时审”。

近年来，我省协同沪苏浙，坚持“业务先

行、数据赋能、标准引领”，积极打造高频应

用场景、拓展电子证照应用、探索政务服务

赋能银行自助端等领域，扎实推进长三角

“一网通办”。

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三省一市开通 895

个长三角“一网通办”线下专窗，提供异地咨

询、异地收发件等多项服务；政务服务门户

建设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专栏，实现“一

号登录”；长三角区域跨省服务异地推送，更

多事项移动端“掌上办”；进一步深化“政银

合作”，银行自助端“就近办”……

此外，公安服务不断深入创新，如办理

频率高的“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和“户

籍事项证明”，统一证明式样和开具流程，方

便群众线上即开；市场监管持续协同高效，

三省一市协同打造的长三角“C 标志”自我

声明服务，推动四地监管协同、信用监管、高

效监管……目前，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累计

打造 148 项高频应用，37 类电子证照互认应

用。这些场景应用的实现，极大方便了企业

群众异地办事需求，有力推动了长三角区域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省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

协同沪苏浙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管理部门

持续深化长三角“一网通办”改革，推动长三

角地区跨省业务协同，深化区域公共数据共

享应用，促进数据要素在流动中发挥价值，

推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让区域企业

和群众享受更多“同城服务”。

数据“无感漫游”办事“同城服务”

■ 本报记者 李明杰

交通互联互通、教育共建共享、跨省

“一网通办”……随着长三角基本公共服

务便利化持续推进，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

的“一体化”红利——

设施联通

生活出行真方便

绩溪县荆州乡与杭州市临安区岛石

镇地缘相邻、人缘相亲。近年来，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群众对

两地毗邻镇街互通公交的呼声也越来越

强烈。

2019 年以来，绩溪县与临安区密切沟

通，先后开通了 3 条跨省公交，为绩溪县

融入长三角按下了“快进键”。

“开通了公交车，现在我们到临安区

昌化镇更方便了。”荆州乡村民胡达强开

心地说。

如今，在长三角地区，省际毗邻公交

网络体系日益完善，已累计开通省际毗邻

公交线路 97 条，预计今年新增省际毗邻

公交线路 6条。

毗邻公交打通跨省出行“最后一公

里”，而轨道交通和高铁则让“异地同城”

成为现实。

滁宁城际铁路是安徽省首条城际铁

路，也是全国首条跨省城际铁路。线路全

长约 55.35 公里，总投资约 180 亿元，设站

17座，设计速度 120公里/小时。

“滁宁城际铁路开通后，列车将公交

化开行，平均 15 分钟一班。”滁宁城际铁

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滁宁

城际铁路滁州段预计 7 月通车，对于推进

滁宁一体化、同城化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省通过加强与沪苏浙沟通

对接、深化合作，一体联通的综合交通网

络初步成型、一体衔接的运输服务质量不

断提升、一体融合的业态模式深入探索、

一体协同的体制机制持续完善。以高铁

为例，全省高铁营运里程 2432 公里，基本

实现合肥到长三角主要城市铁路客运公

交化运行、2小时快速通达。

山 水 相 依 、人 文 相 亲 、经 济 相 融 的

长三角三省一市，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沪苏浙皖群众的跨省出行也更加便

捷频繁。

今年，安徽与沪苏浙还联合推出 22

条红色精品旅游路线，共同发布“中华文

明探源”长三角精品旅游线路和“老庄文

化旅游”新品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资源融通

优质服务就近享

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跨地

区共享，是人民群众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最为期待的内容之一。

5 月 27 日，罗清泉肺部肿瘤名医工作

室落户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标志着合肥

市第二人民医院与上海市胸科医院合作

共建合肥区域心胸疾病诊疗中心迈入实

质性阶段。

“名医工作室落地后，团队将每月两

次来合肥市二院开展诊疗和带教活动，重

点关注肺部肿瘤的早期诊断和规范化治

疗，以及 5G 机器人手术的临床指导，助力

合肥市二院打造肺部肿瘤疾病领域的区

域新高地。”罗清泉说。

近年来，安徽积极导入长三角优质

公共服务资源。在医疗方面，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安徽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安徽医院、安徽省国家中医区域

医疗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安徽医院全面开诊。长三角异地门

诊费用直接结算通道也全面开通，截至

2022 年 底 已 覆 盖 长 三 角 全 部 41 个 城 市

1.5万余家医疗机构。

教育是民生大计，是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2016 年 11 月，滁

州市第四小学正式挂牌“南京市夫子庙小

学乌衣分校”。2020 年，滁州市第四小学

牵手秦淮教育，实现南京市江浦实验小学

和滁州市第四小学的教育联盟，开启两校

全方位合作办学。

组织教师观看教学直播、公开课，邀

请合作学校教师现场授课，外派教师去合

作学校学习……近年来，随着多种多样的

教研活动陆续开展，滁州市第四小学的教

师队伍水平日渐提升。

“以前的教育理念，已经不能满足新

课标的变化，自从参与南京学校的教研活

动以来，学习到很多先进的教学经验，信

息化应用能力也得以提升。”滁州第四小

学的教师们纷纷感慨。

安徽积极推进长三角教育协同发展，

依托校长及教师培训联动平台加强基础

教育合作交流，积极引入沪苏浙优质职教

资源和“双一流”建设高校，推动在皖设立

分支机构。省政府与浙江大学开启省校

全面战略合作，安徽大学与复旦大学签署

合作协议。

不少安徽百姓坦言，越来越多沪苏浙

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被引入省内，足不出

省便能享受优质服务了。

信息互通

“一网通办”惠民生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随着人员异地

流动和企业跨区域经营日益频繁，群众对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2021 年 10 月 20 日，根据公安部统一

部署，长三角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首

次 申 领 居 民 身 份 证“ 跨 省 通 办 ”试 点 工

作。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之一的合肥市于

10月 20日起全面受理相关业务。

当天上午，来自江苏省句容市的胡先

生在合肥市庐阳区户政中心为自己 5 岁

的女儿申领居民身份证。合肥市公安局

庐阳分局户籍民警在审核了申请人的户

口簿、居民身份证及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

后，为孩子采集了人像及指纹信息，迅速

将业务受理办结。这也是我省公安机关

受理的第一笔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首次

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业务。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公安机关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推动便民

利民工作上取得明显成效。目前，长三角

公 安 政 务 服 务 已 经 实 现 24 项 高 频 事 项

“全域通办”。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2019 年 5

月，长三角“一网通办”正式上线。4年来，

三省一市紧密合作，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公共支撑能力，推进跨省业务协

同，深化数据共享应用，让区域内企业和

群众享受更多“同城服务”。

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

应用，是强化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促

进“减证便民”的重要途径。安徽积极落

实《推进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

一卡通规定》，截至目前，长三角区域社会

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全力推进，37 项应

用事项“一卡通办”，148 项区域场景应用

在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37 类高频电子

证照互认通用。

长三角“一网通办”政务服务不断优

化升级，得益于国家对三省一市政府的

重视和协同。目前，四地出台系列跨省

数据共享标准规范，会同市场监管标准

化部门，研究制定《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数据接入规范》《数据资源目录编制

规范》《电子证照共享技术规范》《公共数

据分类分级技术规范》《法人库数据共享

技术规范》等 5 项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

地方标准，为数据归集、治理及应用提供

标准支撑。

今年，安徽还将与沪苏浙在长三角

“一网通办”工作上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

探索运用远程虚拟窗口赋能跨省通办，打

造一批高频示范性应用，促进长三角居民

服务一体化便利共享，共同构建幸福和谐

长三角。

民生一体化 共享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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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淮南市寿县政务服务中心

公安局窗口，市民通过自动取证机

领取新办理的身份证。

特约摄影 陈 彬 摄

◀ 5 月 18 日，在阜阳市盲人初级保健按摩公

益培训班上，盲人学员学习保健按摩技能。

特约摄影 王 彪 摄

◀ 4 月 13 日，在合肥市蜀山区井

岗镇，老年人在社区食堂就餐。

本报通讯员 葛宜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