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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江苏省苏州市到宿迁

市，在苏南工作近 30 年的他

能否适应苏北挂职生活？南

北携手，都市圈协作，一个个

“小融合”如何迸发热情，奔

向长三角一体化“大融合”？ 

跟着 Frank 打开最后一个长三

角“盲盒”，答案即将揭晓……

   在宿迁，遇见苏州

      2019 年 8 月，苏州工业园

区唯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余

成林作为园区第五批援建干

部被派往苏宿工业园区，担任

招商与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工

作，参与当地园区建设。生在

江苏省扬州市，学在江苏省苏

州市，已在苏州工业园区工作

29 个年头的他心中既好奇又

忐忑。

如何从“小融合”到“大融合”

南京人上海办证，需几步？

     苏宿工业园区是江苏第一

个南北共建园区，也是全省南

北共建园区中唯一的省级开发

区。自 2006 年苏宿工业园区

开发建设以来，余成林因工作

原因也去过宿迁几次，对那里

不算陌生。但他能否融入“苏

北”的工作和生活，那时的余

成林心中满是问号。

    “早些年来宿迁只能依靠

公路，感觉很遥远，而这次再

过来，我见证了宿迁告别‘无

高铁时代’。”提到第一感受，

2018 年开工，2019 年正式接

轨徐盐高速铁路的宿迁高铁站

给了余成林一个惊喜。每天与

企业家们打交道，余成林深知

想要让这些企业家们最终做出

投资决策，地区交通是否便利

是重要决定因素。运输成本降

低、出差时间缩短，这一系列

的变化都将成为地区招商引资

的优势。“随着京沪高铁二通

道等一系列高铁规划建设，未

来宿迁还将开通更多高铁线

路，那时候不论是生活还是工

作都将更方便。”

     苏州到宿迁，400 公里的

距离，飞驰的高铁将一批批苏

州工业园区的援建干部带来宿

迁，也将无数先进发展理念、

规划经验带到了这座苏北潜力

之城。回想起自己 2019 年刚

入职园区时，余成林邀请之前

结识的苏南企业家、老朋友们

来宿迁投资，但总被婉言拒

绝。“宿迁建市较晚，没来过

或是十几年前来过宿迁的企业

家们总觉得这里底子薄、基础

差，因此不愿意来投资。为了

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我便

推荐他们亲身来感受下如今的

     10 月 26 日，南京人黄亚

萍给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政务

服务中心打来电话，咨询在上

海开公司能否在南京办理申请

营业执照。这个过程复杂吗？

如何推开行政区划“隐形门”，

释放一体化市场的潜力？

     这是 Frank 打开有关长三

角一体化内涵的第五个“盲盒”

故事——

    一网通办，异地办证无需
跑腿

     10 月 27 日，外面下着雨，

南京栖霞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

角“一网通办”专窗工作人员

袁芳来到工位上。头天她接到

一个咨询电话，南京人黄亚萍

跟她约好这天上午 9:00 来办

理申请上海营业执照事项。

     这是栖霞区自长三角“一

网通办”专窗设立以来的首单

跨省通办事项。接完电话后，

袁芳还专门在电脑上模拟了一

遍办理流程。黄亚萍带着资料

准时来到办理窗口，审核资料、

扫描、上传、人脸识别、签字，

袁芳与同事代黄亚萍完成设立

登记异地申报、远程身份验证

后，将相关数据在“长三角一

网通办”平台上推送给上海闵

行区市场监管局，并为她在平

台上同步申请了公章刻制、银

行开户、税务登记等后续流程。

     两天后，黄亚萍在上海的

合伙人来到上海闵行区证照办

理中心，在市场监管局商事登

记窗口拿到了崭新的营业执照

和刻好的公章等。虽然这套流

程在袁芳脑子里已经过了很多

遍，但亲手办理的经历，还是

让她很激动，“异地办证，没

有复杂的手续，也不需要来回

跑，推开一扇门就联通了长三

角。” 黄亚萍在上海开的是

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袁芳听说，

“双十一”期间公司正式开张，

现在已经接了好几单业务。

      袁芳对记者说，其实黄亚

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这张营

业执照。 2017 年 4 月 27 日，

栖霞区在全国首创了商事登记

不见面审批系统，一年后的 2.0

系统实现了“远程办照不见面、

自助办证无纸化”，现在的 3.0

系统更是打破部门间系统壁

垒，企业登记、刻章、开户、

税务等全部流程均可以掌上办

理，全程“零见面”。“客户

在家签好字后，网上发给我们

审批，营业执照打印后可以直

接邮寄给他们，基本一步都不

用迈。”袁芳笑着说。

     同城办证手续的简化给创

业者带来很多便利，但城市之

间仍然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由于属地不同，南京人想去上

海开公司，需要在上海申请。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推动

下，这一区域间的行政壁垒正

在逐步被打破。2019 年 5 月，

“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平台正式上线，依托浙江“最

多跑一次”、江苏“不见面审

批”、上海“一网通办”、安

徽“皖事通办”平台建设成果，

三省一市政务服务数据互通共

享，实现事项“跨省通办”，

在提高政策协同方面迈出了重

要一步。

     短短几年，从无纸化到不

见面再到异地办理，从过去多

个部门 10 多个工作日到现在

最快几十分钟办结，袁芳感慨，

政务服务区域一体化水平越来

越高，改善了区域营商环境。

     跨省办理营业执照只是长

三角“一网通办”服务的一个

方面。栖霞区目前支持办理长

三角范围内企业设立、变更、

注销等三十个法人事项；而在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已经开通 70 余项企业和

个人跨省通办服务事项。线上

一张网，链接的点越来越多。

    一张蓝图，一体化创新制
度促市场要素自由流动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

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

宿迁风貌。”余成林告诉记者，

借鉴苏州工业园区公共管理经

验，一座座集商业、文化、体

育、卫生和教育于一体的邻里

中心在苏宿工业园区落地；同

时，为尽可能满足园区企业员

工和家人需求，且杜绝街边摊

贩，保证城市整洁，生活区里

建设 24 小时美食中心，引入

各地美食。“我们学习苏州工

业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理

念，从而实现产业发展和城市

发展共生共利。”

     在余成林看来，因为发展

容量有限，许多苏南发达地区

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都

有“腾笼换鸟”的需求，而苏

宿工业园区作为苏州工业园区

的一块“飞地”，正好解决了

这个迫切需求。“让企业‘引

进来’还不够，更要让他们‘留

得住’。”秉承苏州工业园区

的“亲商基因”，苏宿工业园

区“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

服务态度也收获许多园区企业

点赞。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目前，苏宿工业园区已

招引转移 20 多家苏州企业投

资 210 多亿元，占园区工业投

资的 60%。这些苏南企业如

同活水涌入，四两拨千斤，大

大带动了宿迁当地经济发展。

2019 年，苏宿工业园区在全

省 45 个南北共建园区考核中

荣获“十连冠”，园区以 56

名机关工作人员和占宿迁全

市 0.16% 的土地，实现占全市

6.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

收收入，7.4% 规上工业增加

值，17.6%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再造一个苏宿工业园区”，

2019 年 11 月，在江苏省委、

省政府的支持下，苏宿工业园

区开启拓园工作；而就在一个

多月前，苏州自贸片区苏宿工

业园区联动创新区正式挂牌成

立，苏州与宿迁两市的牵手合

作也迈向了更高起点的新征

程。

    行走在风景优美的宿迁市

苏州公园里，入职一年多的余

成林和几位友人谈笑着，心中

满是惬意。他说：“从苏南到

苏北，我感受最深的是城市间

的包容和协作，我觉得这里可

以称作‘苏北好江南’。”

  “小融合”汇聚“大融合”

    苏州与宿迁的携手，是江

苏省全域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缩

影。苏锡常、宁镇扬、锡常泰

以及苏通跨江融合……这些

“悄然发生”的“小融合”正

一步步推动着全省乃至整个长

三角地区的“大融合”。今年

4 月 1 日，《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

施方案落地，其明确指出要“在

长三角一体化框架下加速全省

域一体化发展”。

      作为苏南地区核心城市

群，苏锡常都市圈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中具有重要承载作

用。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

“五纵九横五连”中“横六”

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锡常南部高

速公路预计明年建成通车；三

市合力打造“苏锡常畅游卡”，

目前已协调纳入景区 70 家；

一条引领苏南创新发展、在长

三角具有标志性的太湖湾科创

带正在孕育……11 月 24 日，

第二届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

峰会在无锡召开，苏锡常主要

领导人时隔 8 个月再度相聚，

畅谈一体化美好未来。以上海

为龙头，苏锡常正全方位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为全省改革发

展“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发挥更强支撑作用。

     一衣带水，一脉同源，同

样因为地缘相近而抱团发展的

宁镇扬都市圈也做出不少探索

尝试。2014 年，江苏省首个

区域同城化发展规划《宁镇扬

同城化发展规划》发布，转眼

“宁镇扬全面实现同城化”已

至收官之年。而就在今年 7 月，

2020 年宁镇扬党政联席会议

在南京召开，三市党政一把手

签署五大协议，在创新大走廊、

轨道交通建设、长江大保护、

大数据通用等领域实质性推动

三地一体化。三地融合再发力，

宁镇扬这个“小三角”正加速

“跑起来”，一步步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这个“大三角”。

      放眼江苏版图，绵延 430

公里的长江江苏段将这里分

隔。长江赋予了两岸沿江城

市横向通航的“黄金水道”，

却也曾是南北城市纵向联系的

“阻隔水墙”。在 2019 年召

开的中共江苏省委十三届六次

全会上，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

指出，江苏推进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重点在跨江，再次点明跨

江融合发展的重要性。从全国

首个跨江联动开发区江阴靖江

工业园区诞生，到江苏无锡与

江苏南通两市签订《关于加强

锡通跨江融合发展的战略合作

协议》，再到常泰长江大桥、

龙潭长江大桥等数座过江通道

建设扎实推进，我们惊喜地发

现，从“隔江相望”到“跨江

融合”，“隔山不算远，隔水

不为近”的俗语似乎正被江苏

改写，城与城间的纵向发展格

局正逐步形成。

     在区域竞合浪潮中你追我

赶，却也在探索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中共谋合作。牵手、协作、

融合，被寄予厚望的一个个“小

融合”正汇聚力量，微笑着奔

向更大的长三角地区。

     ▲ 苏宿工业园区实景。（园区供图）

一，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不破行政隶属，打破

行政边界。三省一市从顶层设

计，逐步制定统一的标准，让

土地、技术、资本、劳动等市

场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

     2019 年 11 月，由上海青

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两区

一县组成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示范区揭牌，成为实施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

手棋和突破口，是长三角一体

化行政改革和制度突破的“试

验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执委会营商产业组姜志双介

绍，示范区成立一年多以来，

聚焦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规划

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

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

享、公共服务、信用管理八个

方面中最具共性的问题，形成

32 项制度创新成果。

     今年 6 月，两省一市共同

编制报批的一体化示范区国土

空间规划草案正式对外公示，

“一张蓝图管全域”，是国内

首份跨省域共同编制、具有法

定效力的国土空间规划。示范

区还先后推动专业技术人才的

职业资格、职称以及继续教育

学时跨省域互认、共享；出台

“金融 16 条”构建金融监管

合作新模式，促进金融资本流

动；实行示范区涉税事项跨域

通办等，办税时间从 5 到 10

个工作日缩短为 1 个工作日。

     今年 3 月 26 日，随着首张

住所冠名为“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营业执

照在苏州市吴江汾湖高新区行

政服务中心“诞生”，示范区

市场主体准入、跨域资质互认、

电子证照通用、改革红利共享

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一体化制度创新的红利

带来了区域发展的高品质。今

年前三季度，示范区两区一县

合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 1.8%，逆势上扬，实现正

增长；新增企业登记数量同比

增长 12.6%；实到外资同比增

长 31.8%。” 姜志双说。

                                                                        ▲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行政服务中心企业自助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