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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修改后，全国首部三地协同创制性立法出炉

沪苏浙为长三角“绿色示范”协同立法

九章六十六条，三地协同出台第一部创制性立法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地处江南水乡，
吴越文化交汇融合，水乡古镇、昆曲田
歌、江南丝竹都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文化
特色。记者注意到，《条例》“江南水乡文
化”专章明确，以水乡、古镇为依托，强化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打造江南
水乡文化品牌。

针对江南水乡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条例》明确执委会会同两区一县人民政
府建立江南水乡文化保护区域协同工作

机制。嘉善县西塘、吴江区同里、青浦朱
家角等知名古镇坐落于示范区，《条例》
明确要依托区域协同工作机制，推进古镇
整体性保护和联合申遗。

《条例》还鼓励展示江南水乡古镇独
特的文化内涵，实现活态传承。具体包括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开展传统戏曲、音
乐表演活动、传承传统工艺，挖掘名镇名
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价值；鼓励在江南
水乡古镇居住、就业、创业等。

江南文化
打造江南水乡文化品牌，推进古镇整体性保护和联合申遗

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突出规划引
领性。《条例》“规划建设”专章规定，示范
区要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严格
国土用途管制，统一跨域项目管理。与此
同时，《条例》还对推进示范区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作了规定。

下一步，示范区将围绕完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加快示范区和先行启动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在重点领域重
点区域按需开展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
制，有序推进先行启动区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全域覆盖，健全示范区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体检评估监测机制，实现“总体规
划-单元规划-详细规划”的穿透式传导
和全过程管理，以完善的规划体系引领
土地高效利用。

国土规划
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引领土地高效利用

《条例》明确“两省一市优先保障示
范区建设项目用地指标，统筹安排水乡
客厅等重点区域内项目和区域规划的轨
道交通、高速公路、国道、航道、通用机场
以及水利、供排水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用地指标”，并针对跨区域项目，进一步
明确两省一市可以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委托任何一方实施行政许可，这些举措
将有力保障示范区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
推进。

记者了解到，示范区将围绕今年初印
发的示范区重大建设项目三年行动计划，
抓好项目落地建设，加快形成显示度和示
范效应。

重点项目
优先保障示范区，统筹安排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指标

为体现示范区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
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的定位，《条例》“生
态环境”专章明确，示范区应当建立生态
环境“三统一”制度，加强跨界水体联保
共治，建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联防联控机
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下一步，示范区如何致力于提升生
态“含绿量”？张忠伟表示，示范区将持
续健全生态环境“三统一”制度体系，深

化重点跨界水体共保联治机制，推进实
施淀山湖、元荡、太浦河等跨界水体共保
专项治理及生态建设，加强饮用水水源
地协同保护。组织开展跨界河湖健康评
价。开展示范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进
一步拓展核算结果应用场景。建立联合
调查、信息共享、共同修复的工作制度，
编制形成示范区首份生物多样性调查评
估报告等。

生态环境
建立生态环境“三统一”制度，提升生态“含绿量”

《条例》“创新发展”专章明确，示范
区要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创新，高水平
建设跨省域高新区，推动金融、知识产
权、人才、数据等要素资源集聚和高效配
置。

示范区将努力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跨区域协同，加大创新要素集聚力

度，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一
厅三片”建设，扎实推动青浦复旦国际融
合创新中心、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
新中心等一批创新发展项目建设，引入更
多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和一流人才资
源，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集聚发展，加快
示范区跨省域高新区建设。

科技创新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高产业“含金量”

公共服务
异地就医免备案直接结算，推进影像资料、检验报告互认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老百姓
最关心的是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大家期盼
在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方面，能早日
实现跨区域便捷办事，希望能享受到同城
待遇。

赵建阳介绍，针对老百姓关心的示范
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问题，《条例》用专
章形式，对示范区内的公共服务领域进行
了规定，明确共建共享公共服务基本要
求。要求执委会会同两区一县政府编制
共建共享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并动态更新，
推进卫生健康、医疗保障、教育、养老、住
房保障等领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比如在教育领域，《条例》明确推进高
等学校校际学分互认、教师交流，发展高

水平、开放式的高等教育。
在医保方面，实行示范区内异地就医

免备案直接结算，推动医疗保障经办政务
服务事项统一，推行医保电子凭证一码
通。推进医疗机构协作，建立跨区域医疗
资源共享机制，促进医师跨区域多点执
业，推进影像资料、检验报告互联互通互
认。

在养老方面，支持建设康养基地，推
动实现养老服务补贴和长期护理保险异
地结算，为异地养老提供便利。《条例》还
明确推动多领域同城化服务。以社会保
障卡为载体，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
化体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金融服务
等领域实现同城化服务。

一体化示范区要实现绿色经济、高品
质生活、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建立强有
力的区域治理体制机制十分重要。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赵建
阳介绍，这次立法过程中，各立法参与方
对完善示范区治理体制机制作了重点研
究。《条例》总结几年来探索形成的做法和
经验，回应区域治理的现实需要。

2019 年，两省一市联合成立示范区
理事会，作为示范区建设重要事项的决策
平台。“这次协同立法，明确示范区理事会

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和协调推进示范
区总体方案，研究确定示范区建设的发展
规划、改革事项、支持政策和年度工作安
排，统筹协调跨区域、跨部门的重要事项，
协调推进重大项目，督促检查有关工作。”
赵建阳介绍，《条例》还细化了示范区执委
会的职责，规定执委会是示范区理事会执
行机构和示范区开发建设管理机构。与
此同时，还完善行政机关的合作协作机
制、规范授权和委托管理事项、规范跨区
域项目建设的行政许可。

建立强有力区域治理体制机制，明确示范区理事会主要职责

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法工委主任阎锐介绍，《条例》是
继2020年三地人大常委会协同作出《关
于促进和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示范区决定》）后，三地人大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协同立法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的又一重要举措，也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修改明确区域协同立法制
度后，三地协同出台的第一部创制性立
法。

“《条例》立足高水平建设示范区的定
位要求，共计九章六十六条，对示范区内
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创新发展、江南水乡
文化、公共服务等跨区域协同制度，作出
了全方位、多维度的规定。”阎锐介绍。

3月29日下午，沪苏浙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新闻发布会。现代快报记者从会上获悉，3月27日、
29日，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分别表决通过了《促进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三地的《条例》将共同
于2024年5月1日起施行。据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明确区域
协同立法制度后，三地协同出台的第一部创制性立法。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苏宁

示范区将制定相应条款，为深化改革预留空间
“两省一市实际情况不同，示范区内

两区一县在管理体制、产业结构、发展水
平等方面也各有特点，存在差异。”浙江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吴恩玉介绍，示
范区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无
例可循的空白点、意见不一的争议点、改
革攻坚的困难点，亟须通过立法达成共
识，予以破解。对此，三地始终保持密切
沟通，深度交流，坚持依法立法的底线、坚
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坚持改革创新的理
念，共同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对于这次《条例》的出台，上海市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
任张忠伟深感来之不易，他表示，将突出
问题导向，聚焦解决一体化发展瓶颈问
题，为示范区下一步探索提供更好的制度
环境和法治保障。根据示范区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授权性规范
和支持性、鼓励性条款，为深化改革预留
空间。“我们将把《条例》作为示范区建设
的‘基石’，会同两省一市各方，认真抓好
贯彻落实，依托《条例》的法治保障，在新
的起点上，推动示范区建设任务落地实
施。”张忠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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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浙共建的水乡客厅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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