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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生期盼，是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

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密携手、

协同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

极对接公共服务，让生活“同城化”

“品质化”，一个个发生在老百姓身边

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将长三角民生

幸福圈越做越大。

一张网，跨省出行如串门
4月26日，池黄高铁正式建成通

车，黄山西站至池州站实现30分钟通

达。这条串联皖南“两山一湖”（黄

山、九华山、太平湖）的黄金旅游线通

车，也标志着大黄山地区的高铁互联

互通进入新阶段。

据悉，池黄高铁是武杭高铁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池州站连接宁安

高铁，在黟县东站连接昌景黄高铁，形

成了又一条中部地区至长三角腹地的

快速客运通道。

作为长三角的“上进生”，安徽近

年来通过加强与沪苏浙沟通对接、深

化合作，一体联通的综合交通网络初

步成型、一体衔接的运输服务质量不

断提升、一体融合的业态模式深入探

索、一体协同的体制机制持续完善。

长三角铁路版图织线成网、互联

互通、持续扩容。截至 2023 年底，长

三角高速铁路里程超7100公里，陆域

所有地级市都有动车通达。一体化交

通网络初步形成，沪宁沿江高铁、昌景

黄高铁开通运营，引江济淮航运工程、

京杭运河浙江段全线试通航。

山水相依、人文相亲、经济相融

的长三角三省一市，随着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居民的就业和生活有了更多

选择，“双城”生活逐渐成为长三角地

区一道风景线。我省还推动长三角智

慧文旅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联合推

出 20 条“长三角革命文物主题游径”

线路，举办了一批高质量文旅宣传推

介活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

一扇门，关键小事跨域办
2019年5月，长三角“一网通办”

正式上线，沪苏浙皖开启紧密合作。

长三角跨省服务打破行政区划壁垒，

率先落地一批区域创新应用，为国家

推进“跨省通办”探索经验、输出样本。

前不久，合肥市庐阳区的李先生

想在浙江嘉兴开办外贸公司。庐阳区

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与嘉兴市政务服务中心取得

联系，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进

行了网上申报。申报成功后，嘉兴市

政务服务中心直接将营业执照邮寄给

了李先生。

安徽扎实推进长三角地区“一网

通办”，通过统一业务规则和标准、设

置线上专区和线下专窗、强化平台支

撑，构建以场景应用驱动的跨省通办

服务体系。

去年，安徽和上海联合牵头推出

的长三角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远程虚拟

窗口，备受企业和群众好评。“大大节

省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时间，也增加

了我们对投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的信心。”今年 3 月的一天，来自日本

的高野先生通过所在企业的职工向有

关部门转达了这一谢意。

当天，上海松江区和安徽宣城市

两地政务服务部门通过长三角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服务模式

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联动

机制，完成了高野先生参与出资的外

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登记业务。

进一扇门，办四地事；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如今，长三角“一网

通办”已实现驾驶证、行驶证等 40 类

高频电子证照共享互认，实现医保关

系转移接续等173项政务服务事项跨

省通办。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关键小事”的便捷办理，让长三角人

在异地工作、学习、生活更便利了。

一张卡，优质资源全域享
“轨道上的长三角”拉近了“长三

角人”的地理距离，“长三角居民服务一

卡通”则拉近了异地同城的心理距离。

马鞍山的胡先生退休后常居上

海。因为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前

他要从居住的浦东，转3趟地铁，到位

于浦西的马鞍山医保服务站报销“慢

特病”门诊的费用。

“门诊慢特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服务开通后，胡先生再也不用像

以前那样奔波了。“我现在只要带着马

鞍山的社保卡，到就近的上海定点医

院，就可以完成挂号、就诊、拿药等，还

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真是太方便了。”

2018 年 9 月 28 日起，长三角地

区开始试点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如今，这项便民举措已覆盖 41 个

城市超2万家医疗机构。居民凭着一

张“社保卡”，便能在长三角享受便捷

优质的就医服务。

一卡多用，一卡通用。2022年9

月，长三角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同步

审议通过《推进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

卡居民服务一卡通规定》，长三角区域

内率先实现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

体验以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金融服

务等领域一卡多用、跨省通用。

如今，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实现

52 个居民服务事项“一卡通”，超过

2700个文旅场所实现“一卡通”。

李明杰《安徽日报》

“同城”共享
绘就长三角民生“幸福圈”

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浙江长三角高铁串起超级环线

安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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