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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 ，收
割 机 在 神 禾 塬 万
亩 优 质 粮 食 生 产
基地作业（无人机
照片）。

眼 下 ，位 于 秦
岭 北 麓 的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王
曲 街 道 神 禾 塬 万
亩 优 质 粮 食 生 产
基 地 迎 来 大 规 模
机 收 作 业 。 当 地
种 粮 大 户 开 始 尝
试 引 入 无 人 收 割
设备，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西安长安：神禾塬上麦收忙

脚下一方人文荟萃的水乡客厅，眼前一脉碧波荡漾的江

南秀水——漫步沪苏浙交界处的长三角原点，5 月底新亮相

的方厅水院里，1288 米连通三省一市主题展馆的步行廊道，

恰似“丈量”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标尺。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占全

国近 1/3；共同打造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外国人 240 小时过境

免签全域实施；跨省“高效办成一件事”，200 多项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新

成果不断涌现。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3 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约 1/4 的长三

角三省一市，共筑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共创更高层次改革

开放新格局、共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携手打造高质量发

展动力源，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

在前列。

新潮奔涌，共筑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

长江口北翼，智慧化全海域养殖平台“湛江湾 1 号”正在

南通通州湾进行最后调试，高空俯瞰宛如移动城堡。

上海设计、南通建造，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技术、

资金和市场协同，这座养殖水体达 8 万立方米的养殖平台从

开工到下水仅用 11 个月。从“耕海牧渔”到“智驭深蓝”，新

质生产力开拓海洋经济新空间。

科 技 创 新 与 产 业 创 新 深 度 融 合 ，正 催 动 长 三 角 产 业

变革。

长三角腹地，合肥高新区的安徽云玺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出替代实体印章的量子云印章。今年一季度，实现订单

额 7000 万元。孵化在合肥，联合上海研究院所起草行业标

准，与杭州、连云港等地企业合作实现产业化……9 年时间，

云玺量子在长三角走通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之路。

目前，长三角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逾 30%；2023 年，研

发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达 3.3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 0.7

个百分点。

作为量子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革命性研究平台，合

肥先进光源正面向 2028 年建成验收全力冲刺。为建好用好

这束光，长三角三省一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进这类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集群共创共建、联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上海与

合肥光子科学领域高水平人才双向培养和输送，苏州与金华

分别投入数千万元在合肥光源上共建线站……

区域科技资源深化开放共享。目前，长三角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集聚大型科学仪器超 4.7 万台（套）。三省一市揽

获 2024 年近五成国家科学技术奖项。

“创新战队”共克产业技术难题。上海在设计环节优势

突出，无锡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方面专长，苏州制造和封装

测试能力较强……围绕集成电路产业核心技术，长三角联合

攻关，协同各个城市各展所长。

目前，长三角已成立首批 12 个创新联合体，向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公开征集“急难愁盼”技术需

求 305 项，组织实施联合攻关项目 72 项。

共筑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竞合能

力不断增强。

全国产工业机器人累计下线超 5000 台，成功应用于新

能源汽车等行业；大型 LNG 运输船自主配套系统已突破多项

关键设计建造技术……

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徐海贤说，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近年来

形成围绕沪宁合、沪杭甬的“双三角”网络体系，创新驱动效

能不断涌现。

内外兼修，共创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机器轰鸣、塔吊林立，毗邻苏皖交界的南京北站，站房主

体结构正在紧张施工。两年后，这个汇聚高铁、地铁和普速

铁路的枢纽将开通，南京都市圈互动更加活跃。

互联互通提质增效，与体制机制改革密不可分。6 月 3

日，苏皖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在南京成立，两省间不承担国铁

路网功能的跨域铁路将统一运营。未来，随着长三角轨道交

通运营公司组建，区域内轨道交通衔接将更高效、出行会更

便捷。

改革筑渠，激发要素涌流。

数据互联，货物进入上海机场—苏州前置货站等于进

入上海机场，为企业节省地面物流成本近 30%；监管互通，

“联动接卸 ”让沿江 13 个港口与上海港融为一体；高铁成

环，串起长三角主要城市的列车成就长三角人说走就走的

旅行……

在南京金鱼嘴基金街区，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撮合项目与

资本的路演。与上海等城市联动开展科创金融改革试点，要

素集聚让这里一年可服务企业超 350 家，促成融资逾 18 亿元。

破壁除障，探路制度创新。

作为“试验田”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包

括方厅水院在内的 180 个联建重点项目陆续开花结果。各

方打破跨省行政壁垒，建立合作规范体系，已累计形成 154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52 项已面向全国复制推广。

4 月 30 日，满载光伏组件的“皖甬欧”铁海联运班列从

合肥开出，不到 20 小时即到达舟山港穿山港区。零延时转

装“嘉华宁波”轮后，点对点驶向德国威廉港，并于 5 月 27 日

抵达。快线贯通，合肥到欧洲一般物流时效从 40 天缩短到

27 天。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三省一市推动高层次协同开

放，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新空间。

推进长三角海关特殊货物检查作业一体化改革，建设长

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降低企业

合规成本……长三角成立自贸试验区联盟，加强互学互鉴，

共同打造制度型开放“试验田”。

今年前 4 个月，外资外贸大市苏州进出口超预期增长

5.6%。同期，三省一市进出口总值增长明显。其中，江苏、浙

江在高基数上仍分别增长 5.7%、6.6%；安徽以 14.1% 的增速

奋力扩大基本盘。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所副所长罗成书认为，通过

持续深化高层次改革开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共识和合力

不断凝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枝叶关情，共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

在苏州吴江平望便民服务中心，来自安徽霍邱的陈添荣

前来办理养老保险账户余额一次性提取。跨域通办窗口工

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霍邱县行政服务中心，为其出具相关证

明材料。前后不过十几分钟余额已经到账，他感慨：“太方便

了，真没想到！”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最多跑一次，跨省就读困难学生

资助“免申即享”，27 个城市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双向在线办

理……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开通政务服务已超 200

项，高效公共服务呵护居民、企业幸福感。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依托安徽宣城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平台，浙江萧

山的银行发起抵押登记申请，安徽宣城的企业在线完成信息

确认，不动产登记电子证明即时生成供银行下载核验……全

流程“云操作”后，贷款资金快速到账，一场跨省融资达成。

公共难题共治才有高品质公共服务共享。一条宁阳街，

南北分苏皖。两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共建警务室、调解室、政

务服务窗口。跨省共治机制延伸处，老百姓一家的事有两省

帮办。

太浦河吴江段，太阳透过高耸的护岸林照在水面，漾起

粼粼波光。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无人机离巢起飞，沿河面自

动巡查：白天，水草、船只、水面异物等被一一识别标注；夜

晚，红外成像技术让偷倒偷排无所遁形。智慧巡查数据可跨

省实时共享，使长三角环境更优、景色更美。

联保共治不断深化，生态福祉持续供给。据统计，2024

年长三角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 84.5%，较 2018 年提

升 10.4 个 百 分 点 ；594 个 地 表 水 国 控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94.3%，达历史最好水平。

攥指成拳，共绘“同心圆”；同频共振，奋进新征程。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图景正徐徐展开，必将为全国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新力量。

            （新华社南京 6 月 6 日电）

携手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刘 亢 陈 刚 杨绍功

“省食品安全办提示您：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不熟悉、高风险

的野生菌……”当云南人收到这样一条预警提示短信，意味着一年

一度的“吃菌季”正式开启。

然而，随之而来，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新闻频上热搜：“吃完菌子

被人追着满山跑”“狗吃菌后抓小人”……

如何防范安全风险？这些野生菌最致命

云南被誉为“野生菌王国”，拥有至少 2753 种野生菌资源，其中

可食用的有 900 余种，有毒的多达 200 余种，占全国毒菌种类的一半

以上。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丰富的雨热条件，孕育了得天独厚的野生

菌资源，也带来了识别与食用上的挑战。

“尤其以鹅膏属菌类最为致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

究员杨祝良介绍，这类菌中既有著名食用菌，也有剧毒品种，仅云南

就分布有 6 种剧毒鹅膏，常生长于松林、栎树林中，因外形酷似可食

菌，极易被误采误食。“在国外 90% 的蘑菇中毒死亡由鹅膏属导致，

我国也高达 70.5%。”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福平表示，野生

菌中毒临床上主要可分为胃肠型、神经精神型、肝损型、溶血型、横

纹肌溶解型等。其中以胃肠道症状最为常见，表现为恶心、呕吐、

腹泻等。

“一些致死性中毒患者早期也呈现胃肠型症状，极易被误判为

普通肠炎。”王福平说，近日一位 84 岁老人因误食鹅膏菌出现严重

肝损，所幸送医及时，通过“人工肝+胆道引流”清除毒素才转危为

安，而与其同餐的两人，因食用量过大，尚未送医便已不幸身亡。

“熟了就能吃”？吃菌的这些误区要纠正

专家指出，以色彩、有无汁、断面是否变色或生虫来判断野生

菌是否有毒缺乏科学依据。经验不能替代科学，误信“偏方”甚至

会致命。

“许多毒蘑菇外形与可食用菌极其相似，光凭外观根本无法准

确判断。”杨祝良介绍，例如中毒案例中高发的亚稀褶红菇，与被称

为“火炭菌”的密褶红菇外形几乎一致，极易混淆，已造成多起死亡

事件。

近年来，还有人出于猎奇心理，故意食用带致幻毒素的牛肝菌

类。王福平指出，致幻类中毒属神经精神型毒素反应，不仅可能引

发幻视幻听，还可能导致行为失控、跌落伤害等极端事件。“有患者曾在地铁上试图强行打

开车门，所幸被家属拉住未造成严重后果。”

“毒素不会因为高温就完全消失”“熟了就能吃”的观念同样错误。部分毒素如牛肝菌

中的致幻成分可被高温破坏，但像鹅膏毒素即使彻底煮熟仍有剧毒。

“还有一个误区是吃‘杂菌’。”王福平说，不同种类菌子混合烹饪，如果掺杂其中一两种

毒菌，不仅难以辨别是哪种菌致毒，也会加重病情，增加治疗难度。

如何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救得及时？

防范中毒，最关键的是从源头做起。“不认识的、不熟悉的、不易分辨的菌子，绝不能食

用。”杨祝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野生菌一定不要吃。”

相较于自采，选择正规市场购买更为安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是专业的野生

菌交易市场，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世介绍，为防范毒菌流入市场，市场专设专家团队负

责辨识毒菌，强化商户分拣培训，同时与商户联合开展科普教育，向游客和网购者讲解烹饪

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

“顾客最常问的就是这个菌子能不能下酒一起吃、炒多久才安全。”从事菌类买卖多年

的商户朱丽蓉说，在直播售卖时，他们会特别注明有风险的菌子，如见手青、红葱牛肝菌等，

并反复提醒烹饪方式，“即使是相对安全的牛肝菌，也建议少量多次，不宜暴食，同时不建议

饮酒”。

进食野生菌后出现不适要考虑到有中毒的可能性，及时到医院救治至关重要。

王福平建议，第一步是立即催吐——大量饮用温开水或稀盐水，用汤勺或手指刺激咽

喉部催吐，减少毒素吸收。随后务必尽快就医，同时保留剩余菌样或拍照，便于医生判断毒

素类型并采取针对性治疗。“剧毒菌常有‘假愈期’，早期症状缓解不代表脱险，仍可能在 2

至 3 日后出现肝肾衰竭等并发症。”王福平说。

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介绍，近年来云南持续强化预警体系建

设和公众科普，全省设立 1877 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医院，建立 31 家主动监测哨点，做到乡镇

（社区）全覆盖，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2024 年，全省野生菌中毒死亡人数降至 11 人，为

近十年来最低水平。

“我们还编制了云南常见野生食用菌名录和云南野生毒菌图鉴，并在今年创新建立了

野生菌中毒风险分级机制，将中毒事件数据、公众知晓度、救治能力等指标纳入动态评估，

精准推动防控工作。”刘志涛说。             （新华社昆明 6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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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骡马市大街的大吉巷近期

开业，这个承载宣南文化积淀的城市更新项目，

在开业第一天就吸引 20 万客流，成为社交媒体上

的热门打卡点。

漫步于大吉巷，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康有

为故居诉说着过往，老便宜坊如时光见证者般伫

立，《每周评论》旧址铭刻着觉醒年代的思想激

荡，这些近现代建筑吸引着游人驻足。不远处，

巨大的玻璃幕墙装饰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莫

奈花园”“融”进其中，IP 动物“大吉猫”引得众人

拍照留念。

独具一格的合院式街区形态、丰富的历史文

化建筑和多元的业态，共同塑造出传统与时尚奇

妙碰撞的“四合院商圈”。

“大吉巷片区较好地保存了从明清到近代的

历史建筑，特别是鱼骨状街巷走向和院落格局，

是宣南地区会馆、名人、商业文化的集中承载地

区之一。”中海发展投拓总监、中海北京新城公

司 负 责 人 张 欣 说 ，为 不 改 变 文 物 原 状 ，实 现 院

落、街巷重生的目标，对于大吉巷四合院的更新

保护采用传统工艺施工，一边做样貌恢复一边做

修缮补充。

“原样原建”“修旧如旧”“像修文物一样织补

城市”……始于 2016 年，设计和建设团队历经 9

年时光的精心打磨，大吉巷片区域终焕新颜，院

外精美的影壁、雕花的门头、典雅的垂花门、敦厚

的抱鼓石，诉说着传统技艺的匠心；移步院内，丝

路艺术展、文化展等传递的当代气息扑面而来。

传统古建的怀抱与现代文化的滋养在此和谐交

融，相映成趣，凝固的历史变得可触摸、可感知。

大吉巷城市更新项目自开业以来，迅速成为

周边居民和游客的热门去处。“这里不仅能够品

文化，还可以消费购物，有文化也有商业，太好逛

了！”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几乎

每晚都会到附近散步。

面 对 可 用 空 间 有 限 的 现 实 挑 战 ，项 目 在 规

划之初就确立“地上控规模，地下挖价值”的总

体思路。

项目设计总负责人王璞介绍，这座合院式商

业街区共三层，通过精心规划的道路网络，构建

网状交织、通达便利的地下商业空间，并设置景

观小品，有效舒缓地下空间的压抑感。首批入驻

的 150 余家特色品牌中，超过半数为首店或定制

店，形成独特的商业吸引力。

这里既有提升消费能级的国际品牌、代表年

轻活力的潮流业态，也有关注非遗传承与沉浸式

体验的本土文化空间，一站式满足餐饮、购物等

方面需求。

令人惊喜的是，在一系列巧妙的空间“辗转腾

挪”设计下，项目不仅实现商业价值，同时还“挤”

出 1.2 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空间，并配备篮球场

等体育设施。这不仅提升环境品质，更为周边居

民提供一个宝贵的公共活动场所，记者在现场看

到，不少居民正在休憩、运动。

“这片儿跟别的商场真不一样！它保留老建

筑的味儿，又混搭现代风，再加点很新的文化设

计，好逛又好看，在这儿溜达特别惬意，以后我得

常来了。”第一次来大吉巷的大学生张乐说。

文化与商业的有机融合，叠加高品质公共空

间的营造，使大吉巷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端午

假日期间，大吉巷客流量超 50 万人次，“文商旅”

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取得成效。

如 今 ，大 吉 巷 凭 借 其 独 特 的 文 化 氛 围 吸 引

众多品牌进行“文化适配”，形成高辨识度的商

业标签。

以传统中国服饰为主打产品的东方境北京旗

舰店落户在康有为故居旁。“我们一直希望能在

北京找到一个四合院落脚，门店落地从沟通到敲

定入驻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主理人刘盈铄感

叹，这条街区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品牌理念高度契

合。“试营业以来客流远超预期，我们已经开始调

整门店布局，进一步提升顾客体验。”

同样被街区底蕴吸引的还有如是茶馆。主理

人车一哲介绍说：“作为街区的当头铺位，我们希

望借助古院落布局呼应商圈内的各种业态，让顾

客在茶、食、器融合的空间中，有新的独特体验。”

夏日炎炎，人潮依然汹涌。大吉巷精心打造

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让历史人文与商业新潮融

合发展，生动诠释古今共生，是城市更新的典型

案例之一，为文商旅融合提供了创新的范式。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大吉巷里看古今
新华社记者 吉 宁 余佩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