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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稳外贸、促消费，创新变
革强投资、兴生产……今年上半年，长
三角三省一市在疫情防控中，精准施
策为实体经济赋能，多地GDP增速回
到“正区间”。进入2020 年“下半场”，
陆续落地的一体化举措，还将为长三
角区域经济注入新活力、打造新引擎。

逆势而上：
止跌回升成主基调

走进疫情之下的义乌国际商贸
城，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网红”
主播穿梭于各家店铺，在聚光灯前直
播带货；经营户纷纷把生意从线下转
到线上，创新发展线上展会……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董事长赵
文阁表示，小商品城服务全国 200 万
家中小微企业，通过拓展国内贸易、稳
定国际订单、创新贸易方式等，帮助市
场经营户“抢”客商“抢”订单，让更多
市场主体生存下来、更好发展。

义乌是一个缩影。在制造业大省
江苏，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志刚说：“原本走海运和空运的货
物受到疫情影响，中欧班列及时开启

‘苏州自贸区专列’，帮助外贸企业保
市场、保订单、保履约。我们在乌兹别
克斯坦的客户今年订单将增加50%以
上，销售额增加约500万美元。”

从三省一市公布的数据看，经济
止跌回升是主基调。其中，江苏上半年
GDP同比增长0.9%，安徽上半年GDP
同比增长0.7%，浙江上半年GDP同比
增长0.5%，纷纷回到“正区间”。

地处开放前沿的上海，直面全球
疫情影响，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上
半年上海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6%，降
幅较一季度收窄4.1个百分点。值得一
提的是，上半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36577元，同比增长3.6%，增
速继续快于经济增长。

热气升腾：
赋能实体经济是“共性亮点”

止跌回升，靠的是什么？无论是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投资项目的竞
相落地，长三角反弹的动力，来自实体
经济实实在在的复苏。

在浙江台州，吉利集团投资的卫
星智能总装集成测试中心项目建设正
有序进行。该项目一期投资 22.68 亿
元，用地面积105亩，计划年底前有两
颗低轨卫星上天，为智能驾驶提供系
统化高精度定位。

“企业不能等待市场好转，要看准
发展趋势，主动迎接变革，以创新引领
发展。”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这样解
释跨界造卫星的初衷。

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上海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9.3%，但上半年
转为同比增长6.7%，其中制造业投资
连续十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

今年上半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 区 新 设 企 业 7035 户 ，同 比 增 长
62%。集成电路产业，是临港新片区的
重点发展方向。上海临港集团副总裁
翁恺宁表示，新片区将以建设“东方芯
港”为契机，构建全品类、全产业链的

集成电路综合产业基地，预计总投资达
到1600亿元左右。

苏浙皖公布的投资数据也纷纷传递
出回升向好的信号。其中，浙江上半年同
比增长3.8%，增速比一季度回升9个百
分点；江苏虽然同比下降 7.2%，但降幅
比一季度大幅收窄13个百分点；安徽由
一季度的同比下降 11.1%，转为上半年
的同比增长1%。

以“芯屏器合”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
群，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产
业集群不是同类型企业的罗列与堆砌，
而是通过全产业链布局产生良性的内生
循环作用。”合肥新站高新区经贸发展局
副局长王亚伟说。从上游的玻璃基板、偏
光片，到中游的面板和模组，再到下游的
整机制造和终端应用，覆盖新型显示产
业链主要环节的企业在这里都能找到。

促进新兴产业成长壮大，安徽省合肥
市今年还启动“链长制”，由合肥市委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一对一”担任集成电路、新
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12个重点产业的产
业链“链长”，服务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好硬仗：
加速一体化服务“双循环”格局

转战2020年“下半场”，中国经济仍
有很多硬仗要打。面对外部挑战，长三角
三省一市加快一体化发展，更好服务“双
循环”格局。

今年6月初，沪苏湖铁路开工，串联
起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并在湖州与商
合杭铁路衔接，连通安徽，成为贯通长三
角的交通大动脉。

交通网络越织越密，越来越多的“一
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指日可待。除
了有形的路，三省一市还在加快打破无
形的行政壁垒，加快各种资源要素的跨
区域流动。

统计显示，截至5月底，长三角的异
地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范围已覆盖长
三角全部41个城市5600余家医疗机构，
三省一市居民在41个城市的主要医疗机
构门诊或住院，均可持卡就医、实时结算。

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也是长三角
一体化的应有之义。“这次转让给苏州长
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的项目，是一个轻
薄型航空显示装备。它打破了国外垄断，
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预估年产值达1.5
亿元。”近日专程从芜湖前来上海参加拍
卖会的中航华东光电有限公司市场部业
务经理王晟说。

长三角科创要素的精准对接和有效
转化，将帮助一大批研发成果“走出实验
室、走上生产线”。来自上交所的统计显
示，截至7月16日，长三角科创板上市企
业数量达 58 家，占全国的 45%；处于上
市受理阶段的长三角企业共 176 家，占
比43%。

“坚持服务国内大循环与服务国内
国际双循环同时发力，积极推进长三角
和华东地区畅通循环。”最近的上海市委
常委会，提出了这样的工作目标。立足一
体化大市场，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平台载体，长三角还将继续奋进。

新华社上海7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龚 雯 刘巍巍

汪奥娜 屈凌燕

“半年报”凸显长三角实体经济韧性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南麂岛
悬崖特色酒店（7月29日摄）。

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平阳
县南麂镇依托海岛旅游资源优
势，积极发展海岛特色民宿经
济，按照“一村一品”布局，依山
面海、临海而居，打造风格多样
的小木屋、帐篷酒店、悬崖酒店
等特色民宿，同时全面提升道
路、沿街商铺、民宿外观设计、民
宿服务质量等软硬件水平。目前
南麂镇拥有各类民宿 50 多家，
2019 年带动包括餐饮、住宿、零
售等各类旅游收入 1 亿多元，全
面助推了海岛旅游经济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特色海岛民宿
助推旅游经济

“上班得先请左邻右舍排队挪车”
“小区周边道路被停车塞成‘一线天’”
“办事10分钟，停车1小时”……今年
全国两会上，“大力解决停车难问题”
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但记者在南京、苏
州、沈阳等地见到，当前不少市民仍深
受“停车难”之苦。

“停车难”到底有多难？为啥这么
难？如何不再难？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
调查。

城市停车难！难！难！

城市商圈停车难。苏州观前街是
一条知名商业步行街，记者在这里的
塔倪巷路面停车场看到，中午时分几
十个车位已经停满。“这里从早到晚都
是高峰。特别是周五到周日，汽车、电
动车全堵上了。”管理员柯师傅说，很
多人开车在附近来回兜圈子，就是停
不进来。这种情况在上海“新天地”商
圈等处也很普遍。

老旧小区停车难。菱角市小区
是南京市秦淮区的一处老旧小区。
居民谭永光告诉记者，到晚上下班
高峰期，小区停车基本靠“抢”。记者
在该小区见到，楼间距不过十多米，
单元门外除去绿化带，路面仅 2 米
多宽，但每个单元楼门口都停满了
车，居民想推个童车通行都难。且该
小区入口窄又没有物业管理，车子
经常有碰擦。“到早上上班，得挨个
打电话请邻居挪车才能把自家车开
出来。”

市民张娟家住沈阳市和平区民富
小区，该小区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车
位特别紧张。记者在该小区周边看到，
几条并不宽敞的马路路面上，不仅规

划停车位早被停满，非车位空地也被
见缝插满了“车”。

出门办事停车难。记者在海口市
政府发现，由于地面停车位满员或停
车指示不明显等原因，驾车前往办事
的民众很难在地面找到停车位。还有
民众因嫌地下停车场远，将车子停在
消防通道或进出车道，导致办公区内
部堵车。

“办事10分钟，停车1小时。”一位
市民告诉记者，这是他的真实遭遇。

“找个车位太难了，着急的时候，真耽
误事。”

此类情况并非仅在海口一地。记
者在联系某市住建部门采访停车难问
题时，该部门工作人员叮嘱记者：“你
们最好别开车来，停车太难。”

堵点多导致治理难

——停车泊位缺口大。据统计，目
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2.4亿辆，仍
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第三方数
据显示，截至 2018 年，我国停车泊位
理论需求为3.12亿个，但实际仅有约
9233 万个，缺口较大。据苏州公安部
门统计，仅姑苏区停车泊位目前缺口
就有 10 万多个，缺口率近 40%。在南
京，截至 2018 年底，该市机动车保有
量达 268 万辆，而全市停车泊位总量
仅有约152万个。

——老旧小区改造难。张娟告
诉记者，她居住的民富小区因建设
规划较早，停车位预留空间极少，小
区周边也缺乏可用于停车场改建的
储备土地。虽然这几年小区里新划
了一些停车位，但仍无法满足居民
需求。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表
示，增加停车位需要空间，而这些空间恰
恰是老旧小区最匮乏的资源。

减少绿化、拓宽道路、建设立体车库
……老旧小区改造中，有关部门为增加
停车位可谓绞尽脑汁，但仍有很多小区
因缺乏空间无法实施。“只能见缝插针。”
苏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管理处处长薄建
新说。

——资源利用效率低。“市民白天上
班，小区车位就闲置了，但小区附近来办
事的人却没处停车。”南京市江宁区城管
局停车办负责人韩志祥说，学校、商场的
车库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上班时小区及
周边停车位基本闲置，而下班时机关、企
事业单位、公共服务部门的停车设施基
本闲置，资源利用效率低。

——个人利益冲突多。北京市民王
女士表示，她居住的清河毛纺厂小区大
部分车位被老业主私打地锁占据，甚至
有人私占多个车位。且部分老业主抵制
物业重新划分停车位，导致小区居民矛
盾重重。

“增、改、智、衡”
四策合力打通停车堵点

记者走访发现，多地正积极尝试通
过新建停车位、改造老旧小区、提倡错时
共享、控制私家车出行等办法化解停车
难。专家建议，应积极探索科技支撑、公
众参与的有效方式，真正形成共建共治
的局面，打通治理堵点。

停车泊位增供方面，多地以2020年
底为限出台计划：南京计划从2018年至
2020 年在主城区新增 4.5 万个停车位；
同一时期，苏州计划在市区每年年均新
增停车泊位1万个以上，让机动车位与

机动车拥有量之比达到1.2∶1至1.5∶1；
合肥计划在 2020 年新增停车位 22800
个。爱泊车创始人闫军还建议，应大力鼓
励社会资本投资新建停车位。

小区改造方面，不久前，国务院办公
厅发文指导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停车库（场）
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南京还在部
分小区探索，由社区协调物业成立自治
管理委员会，取缔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空
间，将小区周边道路泊位纳入小区车位
管理，最大限度解决小区停车需求。

在提升泊车资源使用效率方面，沈
阳等多地尝试开展在热点区域临时泊位
分时收费，用价格杠杆提高停车位周转
率。记者了解到，2019年11月，南京市智
慧停车管理数据平台已上线运行，2020
年 8 月底将形成主城和郊区（园）数据

“一张网”。
另外，记者了解到，南京市江宁区尝

试用共享车位方式缓解小区停车难。南
京市城管局停车管理处处长叶彬告诉记
者，共享停车位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
若想要推广，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制度
设计仍需完善。

薄建新表示，苏州也将把停车设施
资源纳入智慧城市建设，强化停车治理
的科技支撑。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顾大松提醒，治理“停车难”要避免
陷入“机动车本位”。应综合考虑均衡多
种出行工具，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从规划
与规范层面，协调好公共交通与自驾人
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为步行者、骑行者和
驾驶人公平合理地分配空间、路权。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杨绍功 郑生竹

小区改造、科技支撑、治理提效……

城市停车何时不再难？

7月30日，在陕西省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顾客在“巧娘和她
们的市集”上挑选手工艺产品。

当日，陕西省妇女手工创
新创业大赛在位于西安的陕西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启动。来自

陕西各地的妇女手工创业带头
人和妇女手工品牌，将各类手工
艺产品带到“巧娘和她们的市
集”上由学生小小志愿者协助展
览销售，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陕西：巧娘市集也新潮

7月30日，在贵州省毕节
市黔西县锦星镇东庄村黄蜀
葵种植基地，村民忙着背运、装
筐刚采摘的中药材黄蜀葵花。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黔
西县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
引进集种植技术指导、产品初

加工和市场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
业，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生产经营模式，引导村民标准化、
规模化发展中药材黄蜀葵种植，产
品远销广东、福建等地市场，成为
当地群众的富民产业。

新华社发 史开心 摄

贵州黔西：
黄蜀葵花开出美丽经济

7月29日，夏河县藏医医院
的医生在山上采摘藏药药材。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
河县藏药材分布范围广，蕴藏
量大。每年 6 月中旬到 7 月下
旬，当地进入藏药采药季，夏河

县藏医医院都会组织医护人员
采摘药材。此后，医院对所采药
材进行分拣、清洗、晾晒处理，
再运用现代化工艺提取、分离、
制剂。

新华社记者 杜哲宇 摄

夏日采药季

7 月 30 日，在迁安市扣庄
乡黄胭脂蟠桃园家庭农场，游
客在采摘油蟠桃。

近年来，河北省迁安市加
快种植结构调整，以培育家庭
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民发展

特色农业，建立“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农业产业体系，助力乡
村振兴。据介绍，目前该市已涌
现出果品、豆类、红薯等 55 个
特色种植、加工专业村。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