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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访谈

@“朋友圈”的美好生活“协奏曲”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宝。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指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推动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

2024 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10周年，也是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6周年，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发布 5周年。实践证明，“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支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我省三个不同城市的三位嘉宾做客节

目，同时还将分别连线来自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的这三位嘉宾的好

友，通过分享他们“朋友圈”的故事，一起感受这些年发生在他们身

边关于交通、产业和民生的变化，一起@（艾特）这三个区域协同发

展地区“朋友圈”的美好生活“协奏曲”。

【出片花】

“今年 35 岁的刘率，是中建三局北京分公司的一名员工。家住

雄安，在北京上班的他经常往返于两地通勤。得益于京雄高速的全线

贯通，现在，刘率每次回家只需要一个多小时。”

【片花止】

主持人：你好，刘率！我看你的“朋友圈”经常发一些京雄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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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景照片，但是听说原来回趟家时间很长啊？

刘 率：是的，以前非常麻烦，如果我自己开车需要绕行京港澳

或大广高速，大概需要 3 个多小时，路途长还不安全。如果坐大巴车

时间更长，晃晃悠悠的，到北京需要花将近 4 个小时。所以，只有周

末才回一趟家。

主持人：这么说，你在家的时候应该比较少了？

刘 率：对！感觉就是家里啥事儿我也帮不上忙。家里装修我不

在，家人生病我也不在，特别是很少参与孩子的成长，每次回家孩子

都觉得跟我非常陌生，等玩儿熟了，我又该回公司上班了，总觉得陪

伴孩子太少了！现在好了，只要不加班每天都可以回家，还能讲睡前

读物哄着女儿睡觉。

主持人：这说明，交通的变化的确使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

刘 率：不光是我，我们中建三局在咱们雄安还有很多项目，家

在北京的同事他们也是两边跑，现在大家也都变得方便了。我经常开

玩笑跟大家说：“京雄高速”好像就是给我们开通的一条专线。

主持人：是，其实你知道吗，这十年来，咱们京津冀互联互通的

高速路网越织越密，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2.7 倍。“轨道上的京津

冀”不断提质增效，“1 小时交通圈”初具规模，主要城市“2 小时

通达交通圈”基本形成。

刘 率：这方面的变化我还真的非常有感触！我北京的同事，有

的每天坐公交车从北京回家，有回咱们河北的，还有回天津的。

主持人：是的，现在京津冀 40 多条跨省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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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客运量已超 120 万人次。四通八达的路网建设，拉近了三地时空

距离，也改善了咱老百姓的出行环境。

刘 率：对啊！拿我们家来说吧，现在交通这么便利，每到周末

我们就开车出去。作为一名工程建设者，我特别喜欢带孩子去我们公

司建设的一些大项目参观，让他们见见世面。我的“朋友圈”中，都

是带着家人去大兴机场、京雄大桥的照片。

主持人：好的刘率，那么今天你邀请在节目中连线的好友是谁

呢？

刘 率：我们中建公司在全国大项目非常多，我的很多同事和朋

友在各地的分公司。今天我要@（艾特）一位同事张静，她当年参与

了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我经常看她在“朋友圈”里发各种各样的“大

片”，我一直都想带着家人去她那里逛一逛呢！

【出片花】

“刘率邀请的朋友——张静，时任中建公司港珠澳大桥口岸项目

经理，是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发展的经历者和见证人，现在粤港澳大湾

区珠海市横琴科学城项目工作。”

【片花止】

主持人：张静，你好！你的朋友刘率“心心念念”想去看一看你

经常在“朋友圈”推送的港珠澳大桥，你能不能为他做一次游览“导

航”呢?

张 静：当然可以。你们可以先来我们珠海，从这儿出发上港珠

澳大桥珠海口岸，然后从大桥公路口岸出境，在口岸里面乘坐专用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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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巴士，我们本地人呢都叫它“金巴”。白天只有 58块钱，晚上 63

块钱，经过澳门，目的地就是香港公路桥口岸，全程大概 45分钟，

而且这个金巴是 24小时的呦！

主持人：那么，没有港珠澳大桥之前，人们怎么出行这段路程呢？

张 静：那时候呢，我们只能“坐船”，在船上的时间至少要 1

个小时，而且有时候还经常受天气影响停航，特别不方便！

主持人：除了港珠澳大桥，现在咱们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朋

友圈”热门打卡点呢？

张 静：现在备受关注的，当然是“深中通道”啦！今年 6 月

30 日刚刚开通。因为我是工程人，对这条通道比较了解，这条通道

是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融合了“桥、岛、

隧道、水下互通”等多种形态。这条通道连通了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

圳和中山，据我掌握的（数据），现在每天车流量都超过 10万车次

呢！

主持人：开通这条通道之前，两座城市通勤需要多长时间？

张 静：在这以前，我们从深圳到中山去，得向北绕到东莞虎门

和广州南沙一大圈，然后再向南绕下来，大概得 3个多小时，现在走

深中通道 30分钟就已经到达对岸了。

主持人：据我了解，像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这样的跨城、跨海、

跨江的大型工程，就像是一条条粗壮的大动脉撑起交通网络，为大湾

区居民提供前所未有的交通便利。

张静：我就跟你讲个例子吧！中山市有一家闻名粤港澳的“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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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乳鸽——石岐佬中山乳鸽，但是经常会出现本地人“抢”不上

本地乳鸽的时候。因为深中通道通车后，中山对岸的深圳人踩一脚油

门就能跨江到这家餐馆，他们经常在“朋友圈”“炫耀”自己“抢”

到乳鸽的照片。

主持人：好的，感谢张静和刘率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

听广东省创新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陈广汉教

授关于交通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重要作用的解读。

【出陈广汉录音】

“因为城市群之间，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把交通设

施放在第一位。交通方便之后，居民往来、生活、购物、消费非常方

便；然后就是体制机制对接，慢慢接轨；第三个才有产业的协同，基

础设施打通之后，通行成本就下降了，空间就会压缩了，产业转移就

很方便。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其他的一体化都是很难的。”

主持人：通过陈教授的解读可以看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施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

我也觉得，这一条又一条的交通大动脉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正在奏

响着我们美好生活的交通“协奏曲”。

接下来，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第二位嘉宾，来自于我省沧州市的

刘帅。

【出片花】

“刘帅，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招商局局长，他的主

要工作就是‘千方百计招企业’。除了出差，刘帅几乎每天都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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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下辖的‘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走访入驻企业、解决发展

问题。”

【片花止】

主持人：刘帅你好！我看你的“朋友圈”发的一条视频，提到“京

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是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发展的一个缩影，

是吧？

刘 帅：是的，一参加工作，我就开始干招商，天天琢磨把政策

用好，把企业招过来。尤其是近 10年，我们产业园抓住了机遇，发

展特别快！目前，已经吸引京津冀及国内外 60家医药企业的 80个项

目入驻了，总投资 210 亿元。

主持人：你感觉为什么这十年的变化这么大呢？

刘 帅：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非首

都功能亟待疏解，原料药产业正是其中重要的待疏解项目。我们开发

区本来就有良好的化工产业基础，承接产业疏解的基础比较扎实。后

来我们就对接了北京药企，他们也非常认可我们。但是，当时推进过

程中，卡在了一个关键的环节！

主持人：什么环节？

刘 帅：因为咱们国家医药行业执行的是属地管理原则，药企必

须在注册地生产、接受监管，不能跨地域生产，否则需要重新进行药

品审批。这就是说，北京医药企业迁入到沧州，需要向河北药品监管

部门重新报批，这样一来，审批的周期会比较长。

主持人：如果这样，北京的企业会不会有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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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帅：肯定有啊！比如说，我招的第一批企业，其中有一家叫

北京金城泰尔（公司），他们负责人就跟我说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

不了，就来不了河北了！

主持人：这么关键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刘 帅：为了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咱们河北省和北

京市相关部门大胆创新机制，探索了一系列的政策解决问题。到 2016

年 7月，咱们这个园区就在国内开了一个先河，叫“企业在河北、监

管属北京”的一个跨区域管理体制，这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实行“异地

延伸监管”政策的园区，也是咱们京津冀共建共管的第一个专业化产

业园区。

主持人：那么现在入驻企业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刘 帅：你可以看一下我“朋友圈”的这几张图片，这就是我刚

才说的第一批入驻的北京金城泰尔公司。你看这张，他们现在这一款

原料药备案在北京，在河北直接就能生产，不受重新审批的影响。到

我们沧州之后，新厂区面积比北京那边扩大了三倍，产能扩大了约十

倍，去年还完成了公司第一单的出口业务！

主持人：好的，那么今天你在节目中要@（艾特）的“朋友圈”

好友是谁呢？

刘 帅：今天我邀请的好友，也是我们招商圈的同行王苹苹。

主持人：为什么会邀请她呢？

刘 帅：因为之前我们在调研全国各地招商举措的时候，关注到

了长三角地区的“飞地”机制。我通过“朋友圈”看到上海的“G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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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中安科创园”就是这种“飞地”之一，机制比较成熟，效果不

错。我通过“朋友圈”的好友，联系上了这个园区的副总经理王苹苹。

【出片花】

“刘帅邀请的朋友——王苹苹，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副总经理，

她所在的园区位于上海市松江区，靠近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但属于安

徽省投资集团控股。作为园区的分管招商的负责人，她见证了长三角

一体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园区的发展历程。”

【片花止】

主持人：王总您好，首先我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飞

地”的概念呢？

王苹苹：主持人您好。传统上的飞地模式，是指不同行政地区之

间打破地域管辖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我们园区

算是借用了“飞地”概念，或者说是一种创新型飞地。

主持人：也可以理解为，“飞地”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属于某一行

政区管辖，但不与这个区域毗连的土地，是吧？咱们当初设立这个“科

创飞地”的初衷是什么？

王苹苹：简单来说，一方面，希望能够服务安徽的企业走向上海，

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销售中心，链接上海在科技创新、人才、技术

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上海开放高地、产业以及区位等

方面的优势，吸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科

技创新企业在园区集聚，进一步得到培育和发展。如果采取传统产业

飞地的运营模式，对于我们入驻企业的限制就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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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所说的传统产业飞地的运营模式的限制，主要指什

么？

王苹苹：我们安徽的资金相当于在上海开发这么一个园区，企业

它选择入驻我们园区的话，按照传统的飞地，在招引的过程中，要求

企业一定要注册到原属地去，然后把税收缴纳到原属地。

主持人：如果按照这个规定，你们园区中所有入驻的企业都要在

安徽注册，给安徽缴税？

王苹苹：比方说，你要求它注册在安徽，对于企业来说，它相当

于是安徽的一个企业，那对获得上海在政策和资源的支持，以及对我

园区自身的招商工作的一个开展，都会产生一些限制。

主持人：那这样对于企业来说，的确比较麻烦。那你们怎么解决

的呢？

王苹苹：我们在上海进行了项目整体的开发和资产运营，企业注

册以企业自主选择为主，我们也支持企业注册在上海。

主持人：也就是说，入驻企业可以在上海注册，在上海缴税。那

么这些注册在上海的企业，可以获得安徽的什么支持呢？

王苹苹：上海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大的土地、资金等需求

时，安徽也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对入园企业来说，它既能享受到上

海的政策支持、松江的区位优势，又能获得来自安徽的贴身服务。

主持人：模式调整之后，效果怎么样？

王苹苹：举个例子，园区去年引入了一家精密机床公司，叫百超

集团，总部在瑞士，落在园区的是它中国区的总部。他们是板材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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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全球领先的一个企业，入驻园区首先看中的是我们园区独特的区

位和硬件的优势；其次，他们也希望利用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的科创

平台，深化与安徽等中部地区的交流合作。他们很多客户都来自于安

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他们顶尖的板材加工技术也可以更好地在新

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以及智慧工厂的建设上得到进一步的运用，这种

方式又可以进一步支持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更好的发展，跟我们安徽

的企业也建立了合作，有一种促进（作用）吧。

主持人：好的，感谢王苹苹和刘帅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

听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大学嘉兴研

究院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叶建亮教授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

产业协同的解读。

【出叶建亮录音】

“我认为主要有两大方面（值得关注）。首先，（为）全国的区

域协调发展及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探路，突破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这些

障碍涉及到要素资源的配置、人才流动、贸易物流以及高水平市场经

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还有，要成为战略信息、科技创新和

高水平制造业的领头基地，以及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高地。”

【录音止】

主持人：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京津冀还是长三角地区，包括粤

港澳大湾区，都在积极探索加快构建地区间融合发展和产业转移运营

的新模式，共同奏响着我们美好生活的产业“协奏曲”！

接下来，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第三位嘉宾，来自省会石家庄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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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

【出片花】

“王倩一家三口，为了生活上的照应，常年与婆婆居住在一起。

由于经常陪同老人去北京医院看病，王倩对于这些年医保政策的变化

感受颇深。”

【片花止】

主持人：你好王倩，我看你的“朋友圈”发过两张在医院报销的

单据照片，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王 倩：去年年初，我陪着我婆婆去北京一家肛肠专科医院，做

了直肠黏膜多发性结节切除手术。今年 1月，我们又去了同一家医院

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主持人：这两次手术，结算有变化吗？

王 倩：变化还是很大的！第二次住院结算的时候，医院说这次

只需要支付个人承担的费用就行了。原来可不是这样！我们去北京结

算，原来是个人必须先垫付医保支付的费用。

主持人：是的，其实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京津冀三地统筹区

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在区域内所有定点医药机

构住院、普通门诊就医、购药等，都视同办理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都能直接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实现“一卡通行”。所以说，你第二次

办理手续应该更快捷了！

王 倩：对，可以说是“相当丝滑”！之前来北京，都是先在手

机上花上近半个小时进行备案，医保支付的部分都是自己先垫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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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再报销。现在一是不用备案了，‘先垫钱再报销’这个步骤也

取消了，来北京看病和在河北手续一样了！所以，我就把这种手续上

的变化顺手发了“朋友圈”。

主持人：除了手续变简单了，你感觉还有什么不同？

王 倩：去看同样的病，原来北京比石家庄报销的少。现在报销

比例都一样了，你在河北报多少，去北京也是多少。

主持人：是的王倩，我告诉你一组数据：京津冀异地就医“一卡

通行”之后，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河北省参保人员到京

津就医直接结算 1129.4 万人次。

王 倩：我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从中受益！我们现在也很少往北

京跑了，我婆婆后期检查一般也不去北京了，石家庄很多医院和北京

的医院是“医联体”，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北京的医生，有什么

不舒服的随时就看了。

主持人：是啊，这十年京津冀三地通过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共享互

认、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户河北、京津冀医联体建设全覆盖等多措并

举，在医疗卫生领域协同发力、共建共享。好的，那么今天你在节目

@（艾特）哪位好友呢？

王 倩：当然是我的好闺蜜张丹了！我婆婆做直肠手术的医院，

就是张丹给推荐联系的！我们俩都是在石家庄上的大学，后来她去外

地读了硕士和博士，然后到位于深圳的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工

作，是专门研究医院运营管理和医患沟通的。

【出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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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邀请的朋友——张丹，因为工作原因常年“泡”在全国各

地的知名医院里进行调研和设计管理运营方案，对各地的医疗资源和

专业特色非常熟悉，尤其对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情况信手拈

来。”

【片花止】

主持人：你好张丹，听说你是闺蜜王倩的“私人导医”啊？

张 丹：哈哈，是的是的。因为父母年龄都大了经常需要看病，

所以我们经常沟通一些医疗信息。而且，我自己的工作和医院有关，

所以我的“朋友圈”也经常会发一些各地的医疗政策，王倩也经常给

我留言咨询。

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一下，粤港澳大湾区有哪些特色的医疗资源

吧？

张 丹：比如，深圳就有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这家医院，就有

香港的全科医生在深圳坐诊，做全科诊疗。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跟患

者沟通的时间比较久，病人可以通过全科医生的初诊再分流到不同专

科进一步诊治。我也经常带父母去看全科医生，他们的体验感还是很

不错的！

主持人：我这儿掌握了一组数据，截至 2023 年底，已有超过 500

名港澳医师获得内地执业资格。是不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

推进，港澳医务人员赴内地城市执业更加便利了？

张 丹：是的，香港医院管理局推出了一系列的医疗人才计划，

比如“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还有“澳门医生专科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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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湾区医疗领域人才交流互访非常频繁，经常会有培训、学术交

流。

主持人：除了跨区域行医之外，还有哪些便民特色？

张 丹：比如有些国外的药械之前在港澳上市了，内地还没引进。

但是如果在“港澳药械通”目录里，湾区居民、内地居民都可以用。

主持人：什么是“港澳药械通”？

张 丹：“港澳药械通”是一项非常创新的惠民举措，这个政策

允许临床急需的而且已经在港澳上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通过广东进

入内地。我们的团队也关注到，截止到今年 11月底，“港澳药械通”

引进的药械已经 71 种，已经惠及大湾区居民近万人次了。我的“朋

友圈”就有最新的“港澳药械通”清单，欢迎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看

一看、选一选！

主持人：好的，我一定去好好学习一下，哈哈！感谢张丹和王倩

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河北开放大学校长、京津冀协同发展河

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田学斌研究员关于发展民生在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中重要意义的解读。

【出田学斌录音】

“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

之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新时代高

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紧扣“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将民

生福祉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提升基础设施联通水平，加快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让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果更显著地反映在人民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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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上。区域协调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也

必将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强大合力。”

【录音止】

主持人：听众朋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通过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和他们好友分享“朋友圈”的故

事，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在区域协调发展地区“朋友圈”的激昂

乐章中，我们的美好生活“协奏曲”一定会演奏得更加嘹亮！今天的

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