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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在日前举行的

“2019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上，上海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徐毅松表示，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将在城市群、大都市圈
和邻界地区三个层次上进行规划协同，
注入“动能+、链接+、行动+、文化+、生
态+、示范+”六大发展策略。

区域空间规划协同：聚焦三个层次
徐毅松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空间

规划聚焦城市群、大都市圈、邻界地区三
个层次，分级明确空间规划协同的重点。

在长三角城市群方面，以通勤的时
空距离为判断依据，兼顾产业关联、人的
活动与交流、历史文化渊源、重大设施统
筹等因素，构建“一核五圈”的网络化空间
格局。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
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五个都市圈的
同城化发展。重点加强区域重大基础设施
统筹规划，加快大通道、大枢纽建设，提高
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的路网密度等。

在上海大都市圈层面，协调上海都
市圈范围（90 分钟通勤范围）内的城市，
在产业、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基础设施
等多系统多维度的空间对接协同。形成

“1+8+5”行动体系：“1”是上海大都市圈
发展的战略愿景；“8”是交通一体化、生
态环境共保共治、市政基础设施、绿道、
蓝网、文化、产业及合作机制等“8”大系
统行动；“5”是环太湖、淀山湖、杭州湾、
长江口、海洋港口“5”大空间板块。

在邻沪地区层面，重点加强功能、交
通、环境、设施等方面的跨界衔接。按照
30至40分钟出行时间，划定城镇圈作为

空间组织和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以一
个或多个城镇为核心，按照出行规律，统
筹城镇圈内公共服务配置，促进产城融
合、职住平衡、资源互补、服务共享。

根据“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上
海大都市圈共包含24个城镇圈，其中3
个为跨省界城镇圈，分别为：东平-海
永-启隆城镇圈（245平方公里），安亭-
花桥-白鹤城镇圈（197平方公里），枫
泾-新浜-嘉善-新埭城镇圈（464.4平方
公里）。
区域空间一体化发展：围绕六大策略

徐毅松表示，在长三角一体化地区
“网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空
间结构基础上，将聚焦6个发展策略。

“动能+”方面，以创新驱动、深化改
革为动力，形成节点城市功能网络。

如，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深
度融合，引领跨区域协同分工、集群共建，
在都市圈范围内形成金融、制造、科教、文
化创意等专业功能的节点城市网络。

聚焦重点产业和民生领域，通过大科
学设施共享，开展科技创新联合攻关。形成
科学的产业生态，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汽车、家电和纺织服装领域形成一批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

“链接+”方面，建设绿色高效多样的
综合交通系统，高标准构建智能城市基
础设施。

如，以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为目标，完
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建设。打造快旅慢
游的道路系统。加强智能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

“行动+”方面，以体制机制创新适应

发展新要求，以规则一体化推动规划编
制、资源配置、建设实施、监督管理统一
行动。

借助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机
遇，形成区域规划联盟，绘就一张蓝图作
为共同行动指引。形成“总量锁定、增量
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的
存量时代空间管制模式。

建立统一的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土地指标流转、

项目税收分成、生态保护补偿等机制。统
一区域内建设项目储备、实施管理。加快
推进跨行政区的项目储备库和实施库建
设。将区域政府投资项目统一纳入储备
库、实施库管理，鼓励企业投资项目也纳
入实施库。

“文化+”方面，以江南文化为基底构
筑民族文化魅力。

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集合成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区域江南文化。构建历
史文化遗产、自然（人文）景观、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三类多级文化保护控制线。

都市人居环境方面，以步行15分钟
作为社区生活空间尺度，完善服务功能，
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社区
生活圈，镇村人居环境方面，有条件的区
域营造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枕水而居的
江南风貌，打造亲近自然、尺度宜人、富
于文化品位的高品质人居“标杆区”，形
成江南人居空间范式。

吸引国际文化艺术与体育赛事，广
搭平台弘扬兼容并蓄的新江南文化。激
发创新创业活力，带动文创产业发展，实
现生活方式、文化素养及城市治理模式

的全面创新。
“生态+”方面，按照“山水林田湖”生

命共同体理念，实施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和综合治理。

整体保护、实施底线管控。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划定区域生态红线，实
施生态空间分级分类协同保护，实施长
江一体化保护、环太湖流域保护等。

系统修复、擦亮生态底色。建立区
域、流域环境联防联治。

联合开展污染治理、应急处置联动、
环境监测、重要信息互联共享等工作。

“示范+”方面，体现新示范，强调集
成效应。跨“苏、浙、沪”两省一市的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区域一体
化制度创新的直接空间载体，充分集成

“两省一市”空间治理创新成果。
如，上海15分钟生活圈和郊野单元

村庄规划、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及土地
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浙江城乡一体化

“姚庄模式”和“以亩产论英雄”的产业
用地评价方法、江苏省田园综合体和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实践等，尤其在存
量土地利用、新江南文化传承、水乡特色
空间营造、生态治理等方面，率先形成一
批具全国示范意义的落地项目和措施。

“一体化不应是一样化、高质量不仅
是追求高GDP、谋发展不等同于大开
发。”徐毅松说，要坚持这样的理性思维，
共绘一幅蓝图、同下一盘棋、齐守一条生
态底线、合织一张城乡空间网络。长三角
区域应从国土空间治理的高度谋求最佳
空间格局，建立一系列一体化指标体系、
建设标准体系、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徐毅松：

长三角一体化将注入六大发展策略

15日，黄浦江第13座越江大桥——昆阳路越江大桥
主塔结构封顶。“钻石型”塔身已傲然矗立江中。至此，昆阳
路越江大桥完成“向上生长”，总高达到136米。

昆阳路越江大桥为独塔斜拉桥，造型新颖美观，犹如
一座小山俯卧在水系之上，搭配大桥的双索面，又像一面
竖琴。主塔结构完工之后，大桥将全面进入主梁架设施工
阶段，并向两岸“生长”。

记者从施工方隧道股份路桥集团获悉，浦江段主桥面
正通过水上悬臂逐段拼装不断向南北延伸，同步安装斜拉
索。整座大桥将于明年基本建成。

昆阳路越江及配套道路工程位于闵浦二桥与松浦大
桥之间，北岸连接闵行的昆阳路，南岸连接奉贤的浦卫公
路，全长约3.49公里。其中昆阳路越江大桥长约1.94公里。

这座大桥采用的是最新的慢行理念。投资方上海城投
公路介绍，主桥面采用错层布置，上层供机动车辆通行，下
层供人非通行。大桥建设成后，将服务闵行、奉贤等地区居
民过江出行，成为市民跨越黄浦江的又一条通道。

目前，黄浦江主要有两座越江大桥正在施工。一座是
新建的昆阳路越江大桥，还有一座是正在改造的松浦大
桥。松浦大桥也引入慢行理念。主桥下层的铁路，将改造成
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路段。

黄浦江第13座越江大桥主塔结构完工

昆阳路越江大桥完成“向上生长”

48个长三角区域内
火车站启用电子客票

上海铁路局表示，长三角铁路正在逐步扩大电子
客票应用实施范围，第二批电子客票应用推广工作从
20日启动，上海虹桥、松江南、金山北等48个车站将告
别纸质车票，迈入电子客票时代。

48个车站分别为：宁波、奉化、宁海. 三门县、临海、
台州、温岭、雁荡山、绅坊、乐清、永嘉、温州南、瑞安、平
阳、苍南、上海虹桥、松江南、金山北、嘉善南、嘉兴南、
桐乡、海宁西、余杭、绍兴北、绍兴东、余姚北、庄桥、诸
暨、义乌、金华、龙游、衢州、江山、金华南、武义北、永康
南、缙云西、丽水、青田、盐城北、射阳、阜宁东、滨海港、
响水县、连云港、赣榆、淮北、淮北北。

锦江国际酒店规模
跻身全球第二

锦江国际集团日前发布消息，该集团提前实现公司
“十三五”规划确定的10000家酒店、100万间客房的目
标，成功布局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和地区共设有700家酒店，总规模跻身全球第二。

锦江国际是上海市国资委全资控股的综合性酒店
旅游企业集团，旗下拥有酒店、旅游、客运三大核心主
业和实业、金融等相关产业，控股或间接控股锦江资
本、锦江酒店、锦江投资、锦江旅游4家上市公司。目前，
集团三大核心主业营收占比超过90%，初步形成了以
酒店为核心的旅游服务产业链。

近年来，锦江国际围绕“走出去”战略，实施“深耕
国内、全球布局、跨国经营”战略，先后收购了法国卢浮
酒店集团、铂涛集团、维也纳酒店集团、丽笙酒店集团，
并战略投资了法国雅高酒店集团。

上海普通住房标准
延长5年至2024年

11月19日，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平台发布
《关于延长部分规范性文件有效期的通知》，将上海市
普通住房标准有效期延长至2024年11月18日。

据悉，上海普通住房标准于2014年11月20日起
执行，有效期至今日即2019年11月19日。根据标准，
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普通住房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五层以上（含五层）的多高层住房，以及不足五层的老
式公寓、新式里弄、旧式里弄等；单套建筑面积在140平
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
交易价格1.44倍以下，坐落于内环线以内的低于450
万元/套，内环线与外环线之间的低于310万元/套，外
环线以外的低于230万元/套。

根据最新文件，上海普通住房标准有效期延长至
2024年11月18日，即将有效期予以延长5年，这意味
着上海普通住房标准将继续实施。

另据了解，上海居民在购买普通住房时，享受一定
的优惠政策，如在上海有房或全国有贷款记录的，以家
庭为单位，办理商业贷款时，买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比
例50%，非普通住房最低首付比例为70%。

12月2日起
豫园实行每周一闭园制

上海豫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进一步提
升开放区域古建巡检、绿化养护、设备维护等文物保护
工作，决定自2019年12月2日（周一）起，实行每周一
闭园制（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推行该制度的是作为园林的豫园，而不是有很多
商业街的豫园商城。

豫园原是明代的一座私人园林，始建于嘉靖、万历
年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园主人潘允端，曾任四
川布政使。潘家是当时上海的望门大族。豫园当时占
地七十余亩，由明代造园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并亲自
参与施工。整座园林规模宏伟、景色佳丽。古人称赞豫
园“奇秀甲于东南”，“东南名园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