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绿色长三角”是此次会议的主题

之一，而合肥市市长张庆军坦言，对合肥来

说，巢湖治理显得更为迫切，对合肥以及长

三角的发展也更为重要。

“全国五大淡水湖，有三个都在长三

角区域，太湖、洪泽湖和巢湖。”张庆军介

绍，环保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和从事的一

项事业。

张庆军告诉记者，长三角区域在环境

保护上可以加强区域协作，促进生态环境

的改善，具体到某一点上，各市治湖的经验

可以互相借鉴，“如果有治湖的教训也可以

互相吸取，避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弯路，

同时在治理和保护过程中寻找捷径。”

合肥市市长张庆军 ：

治湖经验可以互相借鉴了

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今年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长

三角区域对于公共事件的合作机制。

“首先政府之间相互协作、研究并达成

共识，同时也会邀请专家或者社会上的力量

加入。”

在时光辉看来，“对付”公共事件的基础

是加强信息沟通，促进信息公开，还应该加

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联动机制。

黄浦江死猪、禽流感……在这样的一些

公共突发事件上，以后还会有哪些合作的空

间？时光辉透露，实际上在很多事件上，政

府之间都有一些互动，只不过这些互动有些

是公开报道的，有些则没有公开报道。

不过，时光辉也介绍，希望进一步深化

公共事件上的合作，使得在互动上更及时和

透明，“这种机制的形成，相信会使公共事件

解决得更好。”

上海市副市长时光辉：

今年重点研究公共事件的合作机制

一 些 城 市 为 了 加 快 发 展 而 各 自 为

政，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区域中

的成员应持有何种态度？盐城市副市长

陈友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本次长三

角 区 域 达 成 的“ 宣 言 ”就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机制，作为地方要能舍弃就舍弃些。

同时，陈友慧特别提出，区域内一旦

制 定 规 则 ，那 么 成 员 就 应 该 遵 守 ，每 个

成员都要有这个理念来维护好。

对 于 差 异 化 发 展 ，陈 友 慧 也 提 出 了

他 的 见 解 ，“ 长 三 角 30 个 城 市 组 成 一

个 城 市 群 ，将 来 的 发 展 趋 势 应 该 有 所

分 工 ，大 家 应 该 寻 找 自 己 的 优 势 ，减 少

雷 同 。”

盐城市副市长陈友慧：

地方能舍弃的就要舍弃些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在采访的一

开始，湖州市副市长崔凤军就引用了这句

话。他猜测，未来城市之间竞争力拼的就是

环境。

应对公共事件，崔凤军最看重的是信息

通报制度，“老百姓身处第一线，能直接反映

到政府、媒体，或者通过外围逐渐渗透。”

有人说，要青山绿水难道就不要金山银山

了吗？当然不是！崔凤军给大家支招，在选择

产业门类时要把好污染关，提高准入门槛，并

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淘汰产生污染的企业，最终

找到适合自己城市发展的产业类型。

湖州市副市长崔凤军：

把好产业的污染“门槛”

对话

4月 13日至14日，长

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第十三次市长联席会议在

合肥市召开，长三角的成员

城市共同签署了长江三角

洲地区城市合作（合肥）协

议，今后长三角的城市间将

共享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新

红利。

据了解，长三角协调会

将依托专家咨询委员会，从

实际出发设计出适合新形

势下城市群合作的机制，创

新性地提出建立行政契约

履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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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将共享一体化新红利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三次市长联席会议昨日在肥召开

记者从长三角协调会获悉，将把这个城

市群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世界级城市群。

“今年，主要要实现5个主题的努力。”

协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先长三角区域要

加强区域合作品牌建设，联合区域内各城市

共同打好“长三角牌”，推动更多的“长三角

制造”向“长三角品牌”提升。

如今，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要有理念创

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等多元一体的创新体

系，“本年度将着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技

术产业化、传统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上取得

突破，提升产业技术的层次和竞争力。”

除此之外，区域公共安全、新型城镇化、

差别化等领域都将展开研究，特别是在生态

环境上，长三角将设立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合

作机制研究课题，鼓励各成员城市积极实施

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统筹谋划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发

挥空间资源的最大效益，建设魅力城市。

长三角将努力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在会上，记者听到了一个消息，合肥将与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共建合肥创新创业园。

而据合肥市发改委有关人士介绍，这个

创新创业园位于经开区范围内，面积1.5平

方公里，希望通过这个模式搭建平台，学习

先发地区的经验，把管理水平和技术带到合

肥，“下一步合肥在建设园区合作共建中，将

更高层次和长三角地区搞好合作。”

合肥与上海共建创新创业园

建议

《宣言》决定，建立符合区域经

济发展的生态文明目标责任体系、

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等，长三角地区

将坚决摒弃“地方主义”观念，共同

构建区域环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

各自城市优势，制定区域环境保护

防范体系标准，坚持源头治理，形成

合力。水环境综合治理、大气污染

控制、危险化学品与危险废物管理、

土壤污染等联防联控联治，共同打

击环境违法行为。

区域内资源
有偿使用

《宣言》提出共同推进环境保护

机制创新。遵循“人际公平、代际公

平、国际公平”的准则，推动区域联合

保护环境，共同争取国家关于节能

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等试

点，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

态补偿制度以及环境保护责任追究

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体系。

合力防治PM2.5
和机动车排气污染

按照构建环境保护体系格局的

要求，长三角将建设区域环保科技交

流平台，实现环保科技资源共享和优

势互补，提升合作层次与效益，合力

开展水生态修复、PM2.5防治、机动

车排气污染防治等城市环境保护重

大项目科研合作。

环境保护
摒弃“地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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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合作（合肥）协议

各成员城市市长围绕大会主题，

达成以下共识：

一是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新要求，保持区域组织的凝聚力和行

动力，协调会办公室将依托专家咨询

委员会，从实际出发设计出适合新形

势下城市群合作的机制。

二是继续发挥长三角协调会的

区域合作平台作用，通过设立并实施

长三角品牌建设合作专题，开展长三

角城市公共事件应对机制研究课题

等8个合作课题的研究。

三是要在各个城市市长高度关注的

重要领域探索建立1～2个专业委员会。

四是加强协调会办公室的日常

协调和服务功能，发挥好协调会专家

咨询委员会、城市合作（复旦大学）研

究中心等智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