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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绿水青山,建设长三角“大花园”
新安江发源于黄山市六股尖，是我省第三大水系，同

时也是浙江省内最大的入境河流，堪称长三角的重要生

态屏障。

2012 年，财政部和环保部牵头，安徽和浙江两省共

同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正式实施，补偿基

金每年 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 3 亿元、皖浙两省各出资 1

亿元。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浙江拨付给安徽 1 亿元，

达不到标准，安徽给浙江 1 亿元。如今这一对赌仍在继

续，去年完成第三轮续约。

具体到落实上，安徽把黄山单列为生态保护区，除了

调整产业、涵养水体，还在沿岸乡村开设了“垃圾兑换超

市”，通过用空矿泉水瓶、烟盒换日用品等方式，鼓励村民

自觉回收垃圾。运作至今，一个超市每月的垃圾回收量相

当于三名保洁员的工作量。

水气相连，不分你我。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既是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区域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在环境保护方面，安徽有哪些

举措？

“去年，安徽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

进，有效构筑了长三角区域绿色屏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徐恒秋表示，去年，安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

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全面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经验，取得了良好成效，为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作出了安徽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控，

认真落实《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工作重点》，切实

加强区域协作，积极推进信息、科技、应急、法规、标准、执

法等联动机制建设，积极融入和构建长三角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协作工作运行机制。

下一步又将向何处发力？“安徽将充分发挥‘左右逢

源’的独特优势，全方位深化与沪苏浙的分工合作。”徐恒

秋认为，长三角区域省市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战略，构建生

态环保一体化长效机制，推动信息共享、标准对接、资格互

认，健全省际合作、城际合作和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强

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携手打赢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

发展成果共享,带给群众满满获得感
去年11月，合肥高新区有关负责人将杭州丽旭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交到其负责人池天水的手上，

这是高新区通过 G60 科创走廊“一网通办”业务平台发出

的首张异地登记的营业执照。

“如果不是亲手拿到，我实在不敢相信在家门口，就可

以办好杭州公司的营业执照! ”池天水拿着手续齐全的营

业执照，仍感到难以置信。

如今，合肥市13个县（市）区、开发区全部完成G60九

城市“一网通办”窗口设立并实现互联互通，率先在G60九

城市中实现所有县级窗口全覆盖。这意味着企业可以在

合肥任一“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办理九城市营业执照，

从而大大节省了企业的开办成本。

除了企业尝到了“一体化”的甜头，居民也获得了实实

在在的幸福感。

从 4 月 19 日起，合肥、上海两地城市轨道交通二维码

乘车实现互联互通。从此，合肥市民可以使用“合肥轨道”

APP 中的乘车二维码，轻松扫码乘坐上海地铁。同样，上

海市民也可以凭借上海地铁“METRO大都会”APP，直接

刷码乘坐合肥轨道交通，享受出行的便捷。

4 月 18 日，长三角地区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工作推进会召开，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范

围在去年“1+8”基础上扩大至“1+17”，安徽省六安就在扩

围内，这将使得群众就医报销更加便捷。

东风浩荡满眼春，万里征程催人急。我省提出，要着

眼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先导工程，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密度、

信息网络化程度、民生便利度，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建设。

记者了解到，今年 5 月份，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

会将在芜湖召开。可以期待，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安徽携

手苏浙，树立世界眼光、全局理念和一体思维，必能更好地

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落到实处，为全国发展大局

作出更大贡献。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下麦田、进农家。他来到

“当年农家”院落，了解当年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

包干契约的情景。

习总书记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

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三年过去，小岗村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发展蓝图变为

生动实践，深化农村各项改革，促进产业全面发展，村民幸

福指数不断提升。

说到三年来的变化，“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高兴地

说：“习总书记当年在我家院子里和我说，‘农家乐，乐农

家’，如今我家农家乐生意越来越红火。随着小岗村旅游

业的不断发展，农家乐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村民们加油干，

未来会越来越幸福。”

阳光照进农民杨伟家的果园，温暖着这个“新时代家

庭农场”。近年来，他的果园挂果丰产，他收到了很多订

单，还尝试了电商销售。杨伟说：“特别是近三年，明显感

觉到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采摘生意越来越好，现在农场

一年能收入十几万元。”

人工智能、工业 4.0、农业 4.0……说起这些时下最

前沿的名词，“包二代”严余山显得很激动，“我要把人

工智能产业引进小岗村！公司已经接到了订单，激光导

航叉车、重载舵轮 AGV 这些机器人很快就要在小岗村

落地投产了。”

这三年，小岗村返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民宿、电商、

人工智能……村里的一个个行当，在这些“生力军”的手上

悄然兴起。

合肥地铁APP支持上海使用

安徽：扬皖所长，共唱长三角合奏曲

小岗村里崛起乡村振兴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