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效

10 城事 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兴全多维价值5月27日发行
在刚刚结束的颁奖季中，兴全轻资产基

金经理董理同时荣膺行业三大奖项，同时还
获得了晨星等多家权威评级机构的五星评
级。据悉，这位行业奖项大满贯基金经理的
新基金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将于5月27日正式发行，这也是兴全基金

2019年发行的第一只偏股型公募基金。
此次兴全基金根据董理的投资理念量

身打造的新基金兴全多维价值作为一只混
合型基金，股票资产投资比例灵活，从
60%-95%的区间中，用于投资港股通标的股
票的比例最多可以达到50%。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互
联互通，为此，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加快落地。其中，交通方面，着力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省际断头
路建设推进顺利，第一批重点推进
的17个项目中，盈淀路-锦淀公路
已实现通车，15 条已开工建设；杭
黄铁路已建成通车，上港集团与浙
江海港集团签署了《小洋山港区综
合开发合作协议》，小洋山全域一体

化开发迈出重要一步。能源保障方
面，稳步提升能源保障水平，淮南-
南京-上海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
电工程的越江管廊已经贯通，投运
后将形成贯穿皖苏浙沪的华东特高
压交流环网。此外，协同推进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全国首次跨省
5G视频通话互联。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国家顶级节点（上海）正式投入
使用。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按下“快捷键”
各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着力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协同创新网络建设，共推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
……自去年以来，在三省一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推动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步入认识
高度统一、加快推进的新阶段，各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多领域、多主体、多层
次深入推进的良好势头。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接下来，三省一市将进一步树立
“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坚持
稳中求进，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
和关键，加强各领域互动合作，有力
有序有效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首先，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要以《规划纲要》发布
实施为契机，全力以赴推进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一是抓紧制定
贯彻落实国家规划纲要的实施方
案。各省市前期已经开始筹备，三省
一市要抓紧对标对表，结合各自实

际，对《规划纲要》明确的目标任务，
进一步细化指标，分解责任，同步发
布工作方案，并以项目化、清单化组
织实施。二是配合国家有关部委编
制有关专项规划，研究提出配套政策
和综合改革措施的相关诉求和建议。

进一步做好一体化示范区规划
建设有关工作。在《规划纲要》内容
基本确定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化细
化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方案。同时，将
抓紧推进一体化示范区空间规划编
制。

自去年以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强
化创新驱动，有力促进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其中，加快推进协同创新网
络建设，积极探索深化全脑介观神经
联接图谱等国际合作研究，推进上海
光源、蛋白质研究中心等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集群化发展、开放共享，实施
脑科学和类脑研究等对接“国家
2030”的重大项目，推动长三角科技
资源共享平台、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
心等建设。

同时，推动龙头企业跨区域战略
布局，上汽集团浦口基地EP22纯电动
乘用车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华虹无锡
（一期）项目开工建设，预计今年上半
年完成土建；苏宁集团在长三角开设
2200余家智慧门店，在芜湖、绍兴等

地建设现代化物流基地。推动建设
一批合作平台和载体，跨区域城市群

“一网通办”积极推进，G60科创走廊
建设进展顺利，成立长三角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合作组织、长三角开发区协
同发展联盟等多个合作载体。

加强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合
作。上交所在长三角地区共建成7个
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和1个资本市场
服务工作站。截至2018年底，上海
主板市场新增长三角上市企业36家，
占其同期新增主板上市公司总数的
63.2%，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进
一步夯实。同时，三省一市签署了
《长三角金融办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合
作协议》，推进区域金融风险联防、宣
教联动、监管联手。

为切实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长三角三省一市着力联防联控，制定
发布了《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
治协作近期重点任务清单》；三省一
市已全面供应国六标准汽柴油，长三
角区域各港口已实施第二阶段船舶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强化区
域重点流域水污染联防联控，开展长
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
法等专项行动；加强太湖蓝藻水华和

省际边界地区水葫芦联合防控；实施
《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际协作机制—
水质预警联动方案》，太浦河协同保
护巩固强化。

落实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措施，联
合制定《2018年度长三角地区跨界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计划》，进一
步完善区域环境监管联动和应急合
作。2018 年，沪苏浙皖 41 个城市
PM2.5平均浓度较2017年下降10.2%。

聚焦普惠便利，区域公共服务供
给持续优化。长三角率先在全国探
索区域性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在
原先上海15家三级医院和松江区、
金山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苏浙皖
3省8个试点统筹区的基础上，今年4
月起新增9个市级统筹区纳入异地门
诊费用直接结算联网覆盖范围。

上海牵头研究发布了《食品和
食用农产品信息追溯》地方标准，拟
在三省一市区域内联合实施。成立

了长三角重要产品追溯联盟暨长三
角区块链追溯联盟，将共同推进区
域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等重要产品源
头管控协作。

推进轨道交通扫码便捷通行，
上海、杭州、宁波于2018年12月1
日起实现互联互通，三地市民可以
使用当地的地铁官方APP，刷二维码
无障碍异地乘坐地铁。今年上半
年，又进一步扩展到合肥、温州、南
京、苏州等城市。

互联互通
17个省际断头路项目推进顺利

区域经济
推动龙头企业跨区域战略布局

生态环境
41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10.2%

公共服务
率先探索区域性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持续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落地落实。为加快
推进三年行动计划各项任务落地，今
年初已印发了抓紧做好2019年度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开局工作的通知，确
保专题合作成效不因轮值而打折
扣。同时，会同安徽省联席办牵头制
定了2019年工作计划，同步策划了
一批重大合作事项。

具体有三类：一是落实国家《规
划纲要》，如编制和推进落实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研究
编制城际交通等专项规划、研究制
定长三角天然气供应能力规划等。
二是国家有需要、社会有期待的重

大事项，如深入推进异地就医门诊
费用直接结算、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推进国家智慧交通示范项目建
设方案落地等。三是需持续推进和
提升的重点项目事项，如加快推进
IPv6 规模化部署、推动长三角城市
群量子保密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深
入推进区域大气污染协同防控、深
化推进重点领域跨区域信用联合惩
戒等。

此外，还将着眼于跨区域重大基
础设施工程建设、“卡脖子”关键技术
突破及一体化制度创新等重点事项
进行前瞻性谋划和布局，以项目化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

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加快推进三年行动计划各项任务落地

推进

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外景。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