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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3 月 21 日，习近平率领浙

江省党政代表团一行 60 余人驶向上

海，开启了对上海、江苏的学习考察之

旅，从此拉开两省一市“峰会”的序幕，

长三角区域合作骤然升温。2003年因

此被经济学界公认为“长三角元年”。

“在习书记到浙江之前，两省一市

也有会晤机制，即 2001 年共同建立的

‘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

但仅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习书记

来浙江以后，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

会晤机制才正式设立，自 2005 年延续

至今，每年由各省市‘一把手’出席。”正

如刘亭回忆，正是习近平提议，在现有

基础上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

会晤机制，长三角一体化由此提速。

嘉善，江浙沪两省一市交汇之地，是

习近平眼中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

时任嘉善县县长何炳荣印象深

刻。2004 年 2 月，习近平首次调研嘉

善，主题就是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

角合作交流。“习书记首次来嘉善就面

向全省的接轨上海工作提出了‘五个

抓’，即抓统筹规划、平台建设、项目合

作、完善机制和优化环境。”何炳荣记

得，尽管那次调研离省委作出“主动接

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与

交流”重大决策仅一年，但那时全省接

轨上海已全面开花。交通上，两省一

市联合出台“11 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

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旅游上，

联合发表《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

宣言》；工商管理方面，两省一市在投

资准入、市场规范、信用信息等方面推

进“一体化”；人才方面，联合发表《长

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

“习书记离开浙江后，依然很关心

接轨上海的问题。”2008年，已到中央工

作的习近平把嘉善确定为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的联系点，当年10月，已

是嘉善县委书记的何炳荣曾赴北京中

南海向习近平汇报联系点情况。“原本

汇报只安排了半小时，最终习书记却和

我们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何炳荣记得，

在讨论联系点开展活动的主题时，习近

平指出嘉善应重视城乡一体化、交通一

体化问题，尤其是如何接轨上海。“一个

小县要和大上海对接，最重要也最有难

度的就是规划设计问题，在随后的交通

规划中，习书记更给予嘉善批示指导，

为我们接轨上海指明了方向。”

敏锐的浙商观海听涛、迅速响应，

引进上海项目，赶赴上海投资，一时风

起。自2003年到2006年底，浙江在沪

投资的全资或控股、注册资金 50 万元

以上的企业3.5万家，注册资金达1000

亿 元 ；仅 杭 州 市 便 从 上 海 引 进 项 目

1042个，协议总金额325亿元。

当年“千军万马抢滩上海”的情

景，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

存辉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省里接轨

上海的号召提出来后，我马上组织董

事会专题研究，很快就去上海、嘉兴等

地寻求‘接轨’的机会。”南存辉回忆，

“当时正泰在上海松江投资兴建输配

电产业园，同时想在嘉兴一带搞个项

目，作为对接大上海的‘桥头堡’，但一
时解决不了用地问题。有一次，我当面
向习书记提了出来。没过多久，工业用
地的事情落实了。”这让他激动不已。

正是习近平的亲切关怀，正泰集
团踏上接轨上海的第一块跳板，从此
借“海”出海，逐渐成长为国际市场的

弄潮儿。

南存辉清晰记得，2007 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后，

专门考察了正泰电气松江工业园。“当

时我汇报说，几年前，省委和您提出让

我们主动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那

时我们还很难理解您的战略意图，哪

有省委书记叫企业到外地去发展的。

现在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上海

的、全国的、全球的优势资源整合进

来，把浙江发展得更好。”

被习近平称为“敢为天下先、特别

能创业”的浙商，向来有直取制高点的

雄心。上海的制高点就是人才和科

技，捷足者“早有蜻蜓立上头”。上世

纪七十年代，德清的华莹电子便辗转

向 中 科 院 上 海 硅 酸 盐 研 究 所“ 攀 高

亲”，双方达成筹建科研生产联合体的

合作意向，依托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

技术支撑，成功试制出合格的晶体材

料，可谓“接轨上海”的先锋。这种“产

学研”一体化模式正是习近平在浙江

所大力倡导的。

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来到中

电科技德清华莹电子有限公司调研。

“就在习书记到访企业前两年，我们完

成了与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合

作，将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

人才资源为我所用，补上了地方科技

型企业的人才和科研成果短板，延续

了‘产学研’结合的‘德清模式’。当时

我也就此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他对此

很肯定。”时任中电科技德清华莹电子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怀烈告诉记者。

借助上海、北京、南京等发展前沿

地区的科研和人才资源，华莹电子成

功创建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院

士专家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工作站，主

持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企业

年销售额和利润不断攀升。去年，企

业销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利润则翻

番。iPhone、华为、中兴等大牌手机中

的关键基础材料——六英寸声表面波

级黑化铌酸锂单晶片，华莹电子排在

供应商前列。

隔着浅浅的杭州湾，东方明珠上

海与东海明珠宁波遥遥相望，上海港

与宁波港宛如长江经济带的一双“龙

眼”。两座文化同根、人缘相亲的江南

都会，两个处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

路”T 字型交汇口关键节点的大港，望

穿秋水，天各一方。2008年，杭州湾跨

海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座

曾经震惊世界的当年全球最长跨海大

桥，不啻浙江海洋经济和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进程的一座里程碑。

“2003 年至 2008 年间，习书记曾

六次视察大桥工程，包括他到上海和

中央工作后。可以说，对杭州湾跨海

大桥，习书记充满了感情。”时任大桥

建设总指挥、原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勇动情地如数家珍：

2003 年 5 月 27 日，习近平视察了

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桥址，指出“我们

即将迎来大桥经济、大桥时代，开工建

设杭州湾跨海大桥，对全省经济和社

会发展举足轻重”；同年 6 月 8 日，他亲

自出席了大桥工程奠基仪式；2006 年

7 月 12 日和 9 月 13 日，他又两次视察

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2007 年 7 月 22

日和 2008 年 10 月 30 日，先后已在上

海和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又一再视察

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和通车情况。

尤其让王勇难以忘怀的是，2005

年，工程遇到了资金困难，举步维艰。

习近平不仅亲自过问，协调部门解决问

题，还在同年4月的全省重点建设暨“五

大百亿”工程工作会议上，专门就此发

表重要讲话，“他明确表态，‘杭州湾跨

海大桥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中之重

项目。社会经济效益有目共睹，是有战

略眼光的项目，省委省政府积极支持杭

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希望民营企业各个

股东积极配合支持大桥投资建设’。”

在习近平身体力行、持续关心下，

2008 年 5 月 1 日，总投资 134.54 亿元、

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

车，将上海、宁波两城的陆上距离拉近

了 100 余 公 里 ，形 成 了“2 小 时 交 通

圈”。短短几年间，大桥南岸的宁波杭

州湾新区精彩蝶变，在一片滩涂上崛

起了拥有大众、吉利、方太等领军企业

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承接着沪浙两

地科技、人才资源的开放融合效应。

宁波舟山港与上海港，一个全球

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一个全球集

装箱吞吐量第一的大港，一桥飞架，直

取对岸。各自依托港阔水深的黄金岸

线、开放前沿的金融高地，优势互补，

共同注资成立企业，从竞争走向竞合，

联手担负起国家战略使命，携手掘金

国际航运市场。与此同时，沪甬合作

迅猛提速，“上海·宁波周”连续举办，

签约大单迭创新高。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当下，一条

意义非凡的黄金铁道——沪甬跨海铁

路正在紧锣密鼓筹划上马。习近平 10

余年前明见万里的“大桥时代”开放发

展壮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千帆竞发“一带一路”

我 们 要 重 点 抓 好“ 三 个 千 方 百

计”。一是千方百计“引进来”。二是

千方百计“走出去”。三是千方百计创

环境。

——习近平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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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江 奔 涌 向 大 洋

2006年7月28日，习近平在丽水莲都区考察。 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