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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大湾区建设列入今后五年发展的目标任务

波澜壮阔的杭州湾
如何做大做强

杨卫东认为，加快建设大湾区，对于嘉兴来说，是一次非

常好的机遇，可以更好地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而且，嘉兴

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加强浙江与上海的沟通协

调。比如，推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对接，建立大交通圈等。

“我们作为身处大湾区范围内的一家企业，也可以分享到

更多的发展红利。我相信，今后在招商引资、物流运输、产业

配套、人才引进等各个方面，都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到

那时，距离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杨卫东说。

杨卫东说，他们企业已经在悄然改变，慢慢地也在“跨出

去”。接下去，还将从企业自身的层面，进行深度调研，把大湾

区发展的精神深入理解透、消化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重新

调整企业今后的发展战略。

“现在的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

们要去不断地挖掘人才。今后，随着大湾区的发展逐渐成熟，

它的品牌效应也会越来越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会不断加大。”

杨卫东说，在加快建设大湾区的进程中，要积极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加强企业人才培养，着眼新经济、新业态，围绕留住

人才、培养人才，出台政策措施。

杨卫东说，大湾区是政府搭建起的一个平台，未来更重要

的是，在这个大的平台上，实现区域间的“互通互惠”，这样才

能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加快建设大湾区
更好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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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表明，杭州和宁波的人均 GDP 接近了 2 万美

元。是不是很意外？杭甬两市的发展必须放眼世界，必须把

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参照系，聚焦杭州宁波一体化，杭州和宁

波才能发挥龙头牵引的作用。这是一步先行棋，也是大湾区

建设最为重要的一步。”郭吉丰说。

在今年的提案中，民建的集体提案是《唱好“双城记”，

以杭州宁波“双引擎”带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郭吉丰说，杭州与宁波是我省两个重量级的中心城市，各具

优势、各有特色。通过推进杭州、宁波协同发展、错位发展，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可辐射带动周边城市更平衡更充分地

发展。

具体应该怎么做？郭吉丰说，这就要启动“双引擎”了。

在创新驱动方面，利用杭州的信息经济优势，构筑“互联

网+”创新创业中心；利用宁波的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建设“中

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为载体，成为引领全省乃至华东

地区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基地。在金融贸易方面，利用杭州现

有优势，打造国内一流财富管理中心和互联网金融中心，着力

发展综合性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发挥宁波港口口岸优

势，推进国家保险创新试验区建设，拓展保险新业态，构筑港

口航运金融中心，打造外贸进出口重要基地。

发挥“双引擎”带动作用，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必须先

行。“只要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加快一体化的进程，杭州湾会

成为大湾区建设的标杆。”郭吉丰说。

唱好杭州和宁波的“双城记”
发动“双引擎”促发展

叶碎高是一名连任的老委员，过去五年间，他发挥专业优

势，就“五水共治”“科技治水”等主题积极建言献策，还两度被

评为省政协优秀履职委员。今年参加两会，他带来了一份题

为《做好杭州湾大湾区空间总体规划，促进大湾区协同发展》

的提案，可以说再次抓住了时代的热点。

水利规划、流域规划、防洪规划、水资源保障规划⋯⋯叶碎高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要和各种规划打交道。“环杭州湾区域，历朝历

代都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技术、人才贡献大区。该地区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不仅事关浙江、上海人民福祉，而且直接维系着国家安全、

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要把这样一件大事做好，我认为应该先从

规划出发，把顶层设计做好，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支持。”

“大湾区”已然成为了热词，但叶碎高的提案更多带着一些

“冷思考”。杭州湾大湾区包括浙江、上海两大行政区域，这就

需要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把大湾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经济

单元进行统筹规划。他建议，浙沪两地应在摸清资源环境底数

的基础上，从大湾区尺度分析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划定生态

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要划定“三条底线”：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市开发边界，保障生态安全、粮食安全。

“我考虑更多的，其实并不是该怎么开发，而是如何适当限

制区域开发。”叶碎高强调，尤其要避免各行政区域各自设立各类

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盲目开发、重复开发，避免大湾区内各行政

区域之间同质化竞争。“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互补，差异化发

展，来促进大湾区各行政区域的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

我考虑更多的不是怎么开发
而是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

俞雷在人大宁波团的讨论中，发言的内容是《争当杭州湾

大湾区建设排头兵，加快打造浙沪合作示范区》。

为什么宁波杭州湾新区能成为大湾区建设的排头兵，并

能打造出浙沪合作示范区呢？

除了区域优势，新区是有底气的：作为全省改革开放的大

平台，宁波杭州湾新区是浙江首个挂牌的省级产业集聚区。

俞雷表示，宁波杭州湾新区对接上海还有扎实的合作基础，越

来越多的上海元素出现在新区，“比如去年上汽大众汽车成为

宁波第三纳税大户；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成为复旦大学在上

海市以外最大的科技孵化平台；上海麟沣在新区设立了医疗

器械产业园，等等。”

“今年，新区将以沪嘉甬跨海高铁和上海大虹桥建设为契机，

以打造宁波小浦东为目标，全方位对接上海大虹桥发展战略，进一

步深化与上海的双向合作。”俞雷给出了新区今年发展的目标。

但是，跨区域的合作与发展要落到实处，并不是那么简单

的事，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梳理和处理，他也看到了新区对

接上海的交通“瓶颈”，并且期盼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得

到大力支持，“我们期盼着沪嘉甬高铁能列入国家铁路‘十三

五’规划，近期争取开工建设并增设宁波北站；杭甬高速复线

绍兴段和杭州段启动，并整体建成超级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

二通道建设适时启动。”

宁波杭州湾新区
加快打造浙沪合作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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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湾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优势，迅速成为世

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世界级特大城市群中的典型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

将加快大湾区建设列入了今后五年发展的目标任务。

如果将东京、纽约、旧金山这“世界三大湾区”作为标杆，大湾

区要怎么规划？怎么发展？要达到什么高度？要如何构建现代交通

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如何加强区域协作、山海协作，将杭

州湾做大做强？面对本报记者的约访，与会代表委员们畅所欲言。与每个浙江人

一样，对这一历史机遇，大家都满怀憧憬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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