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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举行的“宁波·绍兴
周”活动，让杭绍甬一体化从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盆景”，
变成了甬绍两城的“全景”，
受到了各界瞩目。

今年 1 月，浙江省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杭绍
甬一体化示范区”。从杭甬共
唱“双城记”，到杭绍甬共建

“一体化示范区”，宁波、杭州
这两个浙江龙头城市的区域协
调和带动作用持续深化。

除了杭绍甬一体化，目前
省委、省政府明确还要积极推
进湖州嘉兴一体化、宁波舟山
一体化。其中，杭绍甬一体化
是唯一要成为示范区的，也就
是要率先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
果和积累先行先试经验，为省
内其他区域的一体化提供示
范，争取向整个长三角地区复
制推广。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打造杭
绍甬一体化示范区，宁波可以
有哪些新作为？

一 是 要 做 好 港 口 服 务 文
章。宁波是中国大运河的入海
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
港之一，自古就是“商舶往
来，物货丰衍”。今天，宁波
舟山港是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
大港，连续十年居世界第一。

宁波要把港口优势向绍兴和杭
州辐射，让杭绍地区的企业享
受到宁波舟山港便捷的港航服
务。3 月 1 日，“钱清－宁波舟
山港”海铁联运班列开通，杭
绍 区 域 有 了 第 三 条 “ 天 天
班”。目前，绍兴市60%以上的
货物从宁波口岸进出，一体化
效应初显。

二 是 要 发 挥 开 放 溢 出 效
应。宁波是“一带一路”枢纽
城市、全国首个“16+1”经贸
合作示范区，开放型经济发
达，外贸进出口额占全省四成
多。在上周举行的首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上，绍兴作
为唯一的魅力城市进行主题展
示，提升了城市的开放度。下
一步，宁波要积极利用各种展
会和开放平台，联手绍兴和杭
州共同开拓商贸、旅游、港
航、物流等市场，提高相关产
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要联动一圈一区，在
全省发展中担当重任。宁波是
宁波都市圈 （宁波、舟山、台
州三市） 和宁波都市区 （包括
宁波市域、舟山市域、台州市
域） 的龙头城市，在长三角一
体化和浙江大湾区建设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2018年，宁
波都市区经济总量占到全省的
30.6%，人口占到全省的 27%。
下一步，宁波要以开放的姿
态，深化与舟山、台州等城市
的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公
共服务领域互联互通，扩大杭
绍甬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外
延，从而产生“1+1＋1>3”的
效应。

打造一体化示范区
宁波如何更有作为？

打开中国地图，烟波浩渺的杭
州湾分布着上海、嘉兴、杭州、绍
兴、宁波等城市。有人说，中国经
济最活跃的杭州湾两岸是长三角的

“金南翼”，而杭绍甬又是杭州湾的
“金南翼”。

无疑，写好杭绍甬一体化这篇
文章，既可为画好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工笔画”增色添彩，同时也为
浙江经济发展找到了增长新引擎和
转型密码。

杭州是省会城市，宁波是计划
单列市，两城在数字经济、文创产
业、港口经济、对外贸易、智能制
造等方面有着各自的优势。在2016
年 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就勉励宁波，与杭州错位发展、
协同发展，共同唱好“双城记”。

宁波与绍兴同处杭州湾南岸，
同在宁绍平原，地域相连、人缘相
亲、文化相通、经济相融。本周举
行的“宁波·绍兴周”活动，更是
让东方大港与东方水城紧紧地握
手。

“双方要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和我省大湾区建设，认
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谋深做实甬绍一体化的各项工作，
努力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发展。”6
月 18 日，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郑栅洁在与绍兴市党政代表团座谈
交流时说。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浙江省深入推进杭绍甬一
体化示范区建设的背景下，三城应
该如何书写一体化这篇文章？

好邻居：
从互联互通到一体化

今年 4 月，跨曹娥江大桥绍兴

滨海侧栈桥先行工程获批，标志着
杭绍甬智慧高速先行工程全面启
动。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又称杭甬
高速复线，经杭州萧山、大江东新
城、绍兴到宁波，是杭州到宁波的
又一快捷通道。

据了解，该智慧高速公路设计
时速预计突破 120 公里，将支持自
动驾驶、边通车边无线充电等“未
来科技”，是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
的智慧工程，是浙江省大湾区大通
道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城市群一体化首先是交通一
体化。”省发改委相关专家指出，
杭州、绍兴、宁波三地的直线距离
只有 100 多公里，在同城化的覆盖
半径内。从目前情况看，宁波西进
的两条主要通道金甬铁路、杭甬高
速复线都经过绍兴，交通互联互通
正在加速推进。

“小黄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将
甬绍先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经过上
万年沧海桑田的变迁，两市在地理
区位、人文习俗、历史沿革以及经
济 民 生 等 各 方 面 的 联 系 更 加 密
切。”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表示，

“我们将以城际交通互联为突破
口，协同打造甬绍开放大格局。”

据马卫光介绍，今年绍兴要大
力实施一批“联甬”交通项目，全
力建设金甬铁路、杭绍甬智慧高速
公路等重大工程，加快推动甬绍城
际线贯通运营，积极谋划沪嘉甬铁
路绍余支线、甬金高速复线和杭甬
高速智能化改造，努力形成甬绍一
体一小时交通圈，着力构建一体高
效、无缝衔接的大湾区现代综合交
通体系。

宁波方面，重点是加快海港、
空港、陆港联动发展。包括：加快
宁波舟山港国际一流现代化枢纽港
建设步伐，深化义甬舟开放大通道
建设，提升宁波都市区港口辐射能
级；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年旅客吞
吐量突破千万人次的基础上，今年

T2 航站楼将建成投用，下一步要
加快谋划宁波机场综合交通枢纽；
推进金甬铁路、沪嘉甬铁路等项目
规划建设，加紧谋划沪甬跨海交通
通道，推动形成长三角城市群“2
小时交通圈”。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能仅仅
限于传统的公路、铁路、机场等，
还要推进信息网络系统联通。记者
从绍兴市发改局获悉，绍兴将积极
对接宁波 5G 建设，加快布局新一
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进两地设
施联通、标准连接、信息联网、企
业联盟，构筑甬绍 5G 新信息高速
公路。

好伙伴：
共建杭州湾产业带

当前，杭州正在打造“中国数
字经济第一城”，宁波是全国首个

“中国制造 2025”试点 示 范 城 市 ，
绍 兴 是 浙 江 的 工 业 重 镇 。 杭 绍

甬 三 地 主 导 产 业 既 有 梯 度 ， 又
有 错 位 度 ， 具 有 很 大 的 合 作 潜
力。

去年 9 月，绍兴市委、市政府
联合印发 《杭绍甬一体化发展绍兴
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该
行动计划提出，重点围绕产业接
轨、平台对接，加强绍兴企业与宁
波在精细化工等产业领域的深度合
作，承接宁波高端设备、智能制
造、小家电、模具等方面产业溢
出，形成紧密型供应链合作关系，
让绍兴成为宁波高端制造的协作
区，共同开拓新市场。

纺织服装产业是宁波和绍兴的
传统优势产业。宁波是中国“红帮
裁缝”诞生地，现有纺织服装企业
1万余家，年产服装 18亿件，年产
值近 1200 亿元。绍兴有全球最大
的服装面料市场——中国轻纺城，
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纺织产品在这里
交易，2018年实体市场和网上市场
成交额超2200亿元。

此次“宁波·绍兴周”活动，
专门安排了“丝路柯桥·布满全
球”走进宁波专场。“过去宁波服
装产业与柯桥纺织企业缺乏深入沟
通，合作不是很多。”宁波市服装
协会定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姚玉莲
说，这个活动拓宽了两座城市纺织
服装产业之间的合作空间，将促成
浙江省纺织服装行业上下游产业的
一次深度合作与探索。活动现场，
中国轻纺城建管委与宁波市服装协
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先进智造方面，甬绍两地合
作空间很大。“宁波·绍兴周”期
间，绍兴市党政代表团专门考察
了宁波杭州湾新区、宁波国际海
洋生态科技城、余姚奇点机器人
体验馆等。宁波杭州湾新区和绍
兴滨海新城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关
系框架协议，就汽车制造、现代
医药等优势产业达成共识，携手
打 造 杭 州 湾 先 进 智 造 “ 万 亩 千
亿”大平台。

再来看杭州市，人工智能和数
字经济是它的强项，与甬绍产业发
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在加强新经
济新业态培育方面，宁波、绍兴都
需要向杭州学习。与此同时，杭州
和宁波都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杭州重在建设
全国“网上丝绸之路”，宁波则依
托港口优势和以发达的制造业支
撑，做大做强跨境电商进出口业
务。“杭绍甬三城要错位竞争，优
势互补，以数字经济串起三地数字
经贸纽带，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开拓
全球新市场。”省发改委专家表示。

这位专家还建议，杭绍甬三市
要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为牵引，
聚焦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共建一
批紧密协同的产业链、供应链、服
务链，共同提升实体经济的规模和

质量，联合切分数字经济巨大的市
场“蛋糕”。

好朋友：
生态绿色一体化

杭州有西湖，绍兴有东湖，宁
波有东钱湖。从历史上看，杭绍甬
三地水系发达，河网密布，城市气
质相近，特别是杭甬运河贯穿三
市。2013年，西连京杭大运河、东
接北仑港的杭甬运河实现全线通
航，让“山阴古水道”绍兴终于有
了出海口。

近年来，甬绍两地深入实施浙
东引水工程、钦寸水库共建共享工
程。目前，绍兴汤浦水库已向慈溪
稳定供水，年内可实现钦寸水库向
宁波供水。据了解，钦寸水库位于
曹娥江支流黄泽江中段，由宁波市
与新昌县合作共建，通过输水隧洞
送往位于奉化区溪口镇的亭下水
库，再通过支流输送到宁波城区，
每年可向宁波提供1.26亿立方米优
质水。

“甬绍平原是我省几大平原之
一，水系相通，山水田林路一脉相
承，这几年更是实施共饮‘一江
水’计划。”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
委员会主任毛光烈认为，甬绍生态
环境保护休戚相关，绿色共享发展
前景无限，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的新背景下，两地要共创
甬绍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具体来说，宁波和绍兴需要在
四个方面加强合作：一是高起点共
编甬绍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的创建规划；二是突出“水资源污
染高质量共治、优质水资源共保共
享”与陆海生态全域旅游市场共育
等绿色产业协同发展两大主题，开
展务实合作；三是建立市级党委政
府高层互访协调、县 （市、区） 自
觉落实、市场主体与市民积极参与
的互动机制。

建设杭绍甬生态绿色一体化示
范区，龙头企业要打头阵。“我们
将以‘创建绿色企业，成就舒适生
活’为使命，当好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的主力军。”中国针织工业协

会副会长、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马建荣表示，申洲
将不断改进生产管理模式，实施染
色设备更新，开展天然气锅炉改
造，促进技术创新，努力成为全球
最佳的服饰运营商。

好愿景：
建设国家级科创中心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
重逢。”6 月 18 日召开的绍兴开放
发展推介大会上，绍兴市科技局
局长王辉在推介绍兴科创大走廊
时，顺口吟出白落梅的诗。据他
介绍，绍兴科创大走廊将全面优
化 创 新 链 空 间 布 局 ， 主 动 对 接
G60、杭州城西、宁波甬江三大科
技大走廊。

专家表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建
设全国乃至世界级的科创中心，从
之前产业链中低端的“世界工厂”
向科创中心转型，而科创中心的建
设方向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今年 1 月，浙江省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
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创建省级产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30家。

近日，省委书记车俊在全省产
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现场推进会
上指出，要积极顺应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大湾区建设加快推进的新形
势，立足当地、服务全省、影响全
国，着力构建跨行政区域的综合体
创新服务合作机制，促进科技平
台、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等科技资源
开放共享，发挥已有综合体对周边
产业辐射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杭绍甬三地要
进一步深化创新链协作，加强杭
州城西、绍兴、宁波甬江科创大
走廊的对接，创新科研机构合作
模式，共同开展重大科技攻关，
突破“卡脖子”技术制约，推进
创新券“通用通兑”，促
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
素双向流动，协同推进
长三角技术交易市场联盟
建设。

记 者 俞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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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甬“双城记”到甬绍“一家亲”

杭绍甬一体化，这篇文章怎样写？

杭绍甬三市要
以龙头企业、科研院
所为牵引，聚焦优势
产业、新兴产业，共
建一批紧密协同的产
业链、供应链、服务
链，共同提升实体经
济的规模和质量，联
合切分数字经济巨大
的市场“蛋糕”。

杭绍甬三地要进
一步深化创新链协
作，加强杭州城西、
绍兴、宁波甬江科创
大走廊的对接，创新
科研机构合作模式，
共同开展重大科技攻
关，突破“卡脖子”
技术制约，推进创新
券“通用通兑”，促进
技术、人才等创新要
素双向流动，协同推
进长三角技术交易市
场联盟建设。

“宁波·绍兴周”上一批项目签约。 （沈志翔 俞永均 摄）

“宁波·绍兴周”人才交流合作大会。（章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