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甬舟台同城甬舟台同城 甬绍嘉联动甬绍嘉联动 绍舟台嘉协同绍舟台嘉协同

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握指成拳，，，，，，，，，，，，，，，，，，，，，，，，，，，，，，，，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浙东五市共擘一体化新蓝图

“打造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书写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浙东经济合作区一体化
再出发。

昨天上午，浙东经济合作区第26次
市长联席会议在嘉兴举行。会议审议通
过了《浙东经济合作区一体化发展行动
计划》《浙东经济合作区渔船互救奖励资
金管理办法》。

“浙东经济合作区经过 30多年的协
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去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赋予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这既是
金字招牌，又是重大政治责任，同时也
给我们浙东经济合作区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带来机遇。”浙东经济合作区市长联席

会议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会议通过的 《行动计划》，从

2023年至2024年的两年内，浙东经济合
作区将围绕“甬舟台同城、甬绍嘉联
动、绍舟台嘉协同”战略，持续加大浙
东五市合作力度，进一步完善区域间合
作的体制机制。持续推动区域间高层级
合作平台建设，在汽车、石化、工业互
联网、新材料、集成电路等领域的科技
创新与产业链互补取得实质性进展。推
动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统一市场
体系建立，促进要素流通更加便捷高
效。联手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加
公共服务资源的区域流动性，努力建设
品质生活共享的先行区。

行动计划具体包括九大重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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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经济合作区是地域相
连的宁波、绍兴、舟山、台州、

嘉兴五市 （一个计划单列市四个地
级市），遵循平等互利原则，自愿组

合的跨地区、开放型的区域经济合作
组织，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区域合作组

织 之 一 。 它 位 于 中 国 黄 金 海 岸 线 的 中
段，是浙江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也是上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作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以“互
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合开发、共
同繁荣”为宗旨，遵循“扬长避短、
协调发展、密切合作、讲求实效”的准
则，以经济合作为纽带，逐步实施“立
足浙东、服务全省、联系华东、面向全
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促进五市经
济的繁荣和发展。 （李国民 整理）

浙东经济合作区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苏嘉甬
铁路、甬台温福高铁均取得明显进展。宁波
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宁波段已经全面实

施建设。奉化区开通 578 路公交延伸至
绍兴新昌沙溪，方便两地百姓出行。

推进宁波优势资源的互助
共享。2020年中国 （宁波） 食博

会期间，专门设置了浙东经济
合作区老字号展区，60 多

家浙东老字号企业
参展。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利用科研优势帮助浙东四市相
关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与舟山在卫
生应急协作、传染病联防联控、中医诊
疗、“一卡通”异地结算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宁波“顺着运河来看海”
主题推广活动与绍兴旅游推广互
动频繁。坚持交通服务共
享。甬舟两市公交卡已
实 现 住 建 部 标 准
下的互通。

浙东经济合作，宁波亮点看这里

（杨绪忠 整理）

科创高地共建行动科创高地共建行动
推动五市间互设飞地孵化器、托管型孵化器等创新

创业载体，打造跨区域创新资源交流平台和长三角区域
引领性科技创新策源地；推动科创大走廊协同联动，以
宁波甬江科创区为引领，协同联动四市科创平台，集聚
高端创新要素，辐射带动区域创新发展，探索跨区合作
和协同管理模式。推进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舟山） 中试
基地、宁波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海洋生物医药基地等
重大科创项目发展。

以“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宁波） ”为依
托，为整个浙东经济合作区开展技术经纪人培训，提升
技术转移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
转移提供基础支撑和保障。

加快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持续推动重
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技文献、科学数
据等科技资源合理流动与开放共享。共同梳理、充实
入网大型仪器清单，推进实施区域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共享。推动五市科技大市场联动，协同推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产业协同提升行动产业协同提升行动
发挥宁波工业互联网优势，加大合作力度，推进工

业互联网操作系统以及地铁、给排水、电力等工业互联
网项目在区域范围内的应用。

依托各地优势产业，重点打造区域性标志性产业
链，聚焦“甬绍台汽车产业”“甬绍嘉舟石化产业”“甬
绍集成电路、新材料产业”，谋划推进甬舟装备产业协
同发展，开展广泛交流，推动产业链的合作对接。

以产业链链上合作为方向，探索相同、相关行业协
会建立区域友好协会、协会联盟，依照市场规律展开产
业链链上合作。

深化农产品营销合作。以各地农展会为载体，共同
打造浙东农产品品牌效应，提高浙东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和知名度，促进区域农业产业提升；推动农业科研技术
合作，加强农业新品种与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共同
提升浙东农产品竞争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行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行动
加快推进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加强干线铁

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 铁路等在规划、建设、管理
等方面的一体衔接。推进通苏嘉甬铁路、金甬铁路、甬
舟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甬台温福高铁等项目前期工作。

加快推进市际互联互通公路项目建设。优先确保高
速公路、国省道骨干路网建设项目的全面连通。重点实
施在市界处未连通的断头道路以及现状已连通但市界处
存在瓶颈的道路。建成六横公路大桥一期工程、228 国
道宁海新山至三门界段等项目；推进甬舟高速复线金塘
至大沙段、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杭绍甬高速、苏台
高速嘉兴段等项目建设；开工建设甬台温高速改扩建、
甬舟高速公路复线宁波好思房至戚家山、戚家山至金塘
段、329 国道余姚至上虞段、314 省道象山至天台公路
天台段等项目；同步推进甬金衢上高速建设；加快推进
甬金高速扩容、诸嵊高速东延、余慈高速南延、307 省
道北仑至上虞公路上虞段等项目前期工作。

推进港口高水平一体化。探索宁波舟山非保税船舶
燃料供应企业备案互认，建立宁波舟山两地内贸船用燃
料油加注业务互认机制，推动实现两地燃料油加注业务
全面互认；扩大多式联运，推进海铁联运、江海联运发
展，推进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打造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的港口物流体系。

民生服务一体化行动民生服务一体化行动
持续做实做好浙东渔船互救奖励工作，弘扬正能

量，加强互救奖励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运输服务高质量
一体化；继续推动“公交前移一站”工程，发展市际毗
邻公交，提升服务质量，深化公交“一卡通”应用，共
同探索交通出行“同城待遇”。

探索建立教育资源合作共享。探索毗邻区域基础教
育资源跨行政区整合，共享校舍及教师等资源。推进职
业教育特色互补，搭建职业教育产教学一体化协同发展
平台，构建具有区域产业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碧海银滩联合保护行动碧海银滩联合保护行动
深入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保护海洋生物

多样性。加强区域渔业资源修复，持续推进渔业资源增
殖放流联动协调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增殖放流活动，
加强管控，提高放流成效。

探索建立毗邻地区联合治理机制，推动浙东五市进
一步深化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治、区域交界断面水质监
测、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工作。

推动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持续完善巩固生态示范创
建成果，持续开展“绿盾”系列自然保护地监督专项行
动，推动开展海岸线整治修复联合行动。

市场要素畅通行动市场要素畅通行动
探索建立浙东展会联盟，形成五市特色展会合作机

制，协同办好浙东区域内重大展会，组团参加国内外展
会，共享展会成果。持续办好中国 （宁波） 食品博览会
浙东老字号展，提升品牌影响力。

共同开展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聚焦源头
采购组织化，形成采购、集散、销售于一体的进口服务
平台。培育扩大进口商品品类，有序实施非准入商品的
先行先试。

研究推进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金融支持政策；争
取国家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航运服务、大宗商品交易
等优惠政策向宁波舟山港延伸，实施船舶特案免税登
记、启运港退税、保税油加注许可权下放等政策。

社会稳定共推行动社会稳定共推行动
持续完善情报信息互通共享、案件协查、应急增援

以及跨区域案件办理的信息交流和办案协作机制；加
强金融风险预警合作，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积极参与长三角征信链建设，加快实现信用信息跨地
区共享应用，推进浙东五市之间地方征信平台互联互
通；加强平安渔场合作机制，推进“大综合一体化”
行政执法。

浙东文化焕新行动浙东文化焕新行动
深化“浙东唐诗之路”建设。串联以浙东红色、阳

明、四明山、天台山、运河、海洋等为核心的旅游资
源开发，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让千年唐诗之路焕发新
活力。

加大区域联动，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共同面向客
源地城市推出全面立体的特色营销活动，共同巩固
长三角客源市场，拓展远程客源市场，提升旅游品
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持续开展惠民活动，拉动浙
东文旅消费。

推动甬绍台文旅资源联动开发。以大花园建设为契
机，在四明山、天台山区域深度开展旅游合作，旅游部
门会同交通部门，谋划该区域交通布局，将主要景点串
珠成链，构建区域特色旅游线。

推动建设大运河诗路 （浙江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成运河文化的精品展示带和水乡文化的经典呈
现区。推动红色旅游精品线打造，以嘉兴红船、四明山
红色文化、阳明文化为核心，推动红色阳明文化文旅品
牌打造。

区域深度合作行动区域深度合作行动
深化跨境电商综试区协同建设。推动“综保区+跨

境电商”融合发展，推动浙东区域跨境电商综试区信息
互换、数据共享和监管互认。

持续推动建设甬台一体化合作先行区。重点以三
门湾区域合作为示范，共同开发港口资源，共同协
作开发利用教育、旅游、公共交通资源，共同保护
渔业资源。

推动建设甬舟一体化核心示范区，稳步推进甬绍一
体化合作先行区，共同打造前湾新区－滨海新区高端产
业协作联动区、甬绍四明山生态文旅休闲体验区和义甬
舟开放大通道甬绍合作先行区三大联动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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