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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杭甬城市大脑互联工程。
探索建立共商共建共享机制，进一
步发挥城市大脑在跨区域交通道路
指引、警务跟踪追查、生态环境治
理等方面协同作用，提高两地驾驶
舱实战协同能力。

实施杭甬科创大走廊协同工
程。发挥杭州、宁波温州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集聚带动效应，统筹布
局和谋划建设一批杭甬数字经济、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分行业创新中
心。

实施杭绍甬产业创新带共建工
程。加强钱塘新区、前湾新区、滨
海新区在设施建设、项目谋划、产
业准入等方面对接，聚焦重点领域
开展跨区域技术研发、中试孵化和
产业化应用，打造一批标志性产业
链。

实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
州、宁波片区联动创新工程。共同
推进杭州、宁波片区建立以投资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为核心的制度体
系，建设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单
一窗口”，研究放宽数字经济、油
气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和经营限制，
联动建设数字自贸区。

实施杭甬“四港”联动多式联
运工程。共同研究杭州内河港与宁
波海港便捷联通方案，积极发展海
铁联运，探索推进高铁快运合作，
强化物流信息平台对接，共同打造
现代运输大物流体系。

实施杭绍甬1小时通勤圈共建
工程。加快既有萧甬铁路绍兴段增
站改造，加密宁波至绍兴至杭州南
市域（郊）列车，建成杭州至柯桥
城际铁路（6月28日已建成通车），
推动江南水乡线绍兴至萧山机场段
建设，加快实施宁波至慈溪市域铁
路。

实施大运河诗路（杭甬段）共
建工程。以浙东运河沿线为重点，
联合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利用，做好河道岸线保护与修
复，促进航运功能转型，推进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等项目建设，加强
运河国际文化交流。

实施杭甬公共服务“一卡通”
优质共享工程。加快实现两地社保
卡标准统一和互通互用，推动居民
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关系无障碍转
移，进一步优化拓展公共交通、文
体旅游、就医结算等“一卡通”功
能。

实施杭州湾南岸生态海岸带共
建工程。以钱塘新区先行段、前湾
新区先行段为重点，联合实施生态
保护修复、绿色通道联网、乐活海
岸打造等项目，串联杭州湾沿岸区
域的生态和人文资源，共同打造杭

州湾南岸生态海岸带。
实施杭甬协同达峰工程。协同

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
源生产和消费体系，落实能源“双
控”制度，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完
善两地居民水、电、气、垃圾处理
等收费体系。建立健全两地碳排
放、碳价格与碳市场发展机制。

此外，省市两级还将建立健全
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机制，加强创
新要素、重大平台、重大项目等方
面政策保障，每年开展督查评估，
确保“双城记”各项任务举措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杭州、宁波“各美其美”不
难，难的是，两城结合比较优势，
实现“美美与共”。下一步，杭甬
两市将在省级层面统筹下，重点围
绕强化统筹“一盘棋”、建设动力
强劲“一湾区”、打造交通畅达

“一张图”、贯通产业发展“一条
链”、织密经济人文交流“一张
网”、理出高水平合作共建“一张
表”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推动杭
甬“双城记”站上新起点。

两大GDP万亿级城市共建“双城经济圈”
实施十大标志性工程

杭州和宁波，是浙江两个GDP过万亿的城市，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引擎”，是带动全省高质
量发展的“领头羊”。

2020年，杭州、宁波两市GDP占全省比重达44.1%。杭州、宁波都市区是我省大都市区建设的重
中之重，对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推动两市错位发展、协同发展，为全省全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杭甬两地的明确要求。同时也是深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对强化杭甬
辐射带动作用、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金南翼具有重要意义。”

8月2日下午，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
的思路目标、任务举措。

8月4日，杭甬“双城记”政务服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举行，代表着两
市达成区域通办政务服务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全面贯彻落实杭甬共融长三角、唱好“双城记”的又
一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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