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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浦东，张江部分老集镇区域管线严重
老化，百姓更新更换诉求迫切，如何及时解
决问题，又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在黄浦，“大好政策在眼前，却不知道如

何配搭申报”困扰企业，如何提供更多个性
化、精准化一站式集成服务？
在松江，综合保税区“先入后报”“外发

加工”“再制造产品完税进口”等政策服务能
否惠及更广，加快地区科创“蝶变”、产业“裂
变”、要素“聚变”……
中国人讲究新年新气象。开局之日做

什么、怎么做，历来传递着鲜明的信号。昨
天是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除了热火朝天的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上海还在全市范围内启
动了各级领导干部“促发展、保安全”大走
访、大排查。

集中推进重大项目，意在提振经济活
力，提升城市竞争力，同时也是形成一种声
势，提振一种精气神，让全市上下都能感受
到赶前抓早、只争朝夕的创业氛围。集中开
展走访排查，很显然，这是瞄准发展的难题、
痛点和隐患而去的，是一种“知重负重”，勇
毅前行的姿态。“知重”，意味着明晰大势，读
懂“不确定性”，“负重”意味着胸怀大局，敢
于担当使命。
昨天，美国单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

百万，再度刷新纪录；国内疫情虽然始终可
控，却也呈现多点散发的态势，西安封城后，
多地更是不断收紧疫情防控政策……残酷
现实不断提醒着我们，2022年可能比想象的
更加复杂严峻。唯有清醒认识，方能做出正
确判断，实现更好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所言：我们要常怀远虑、
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
尽精微”。
2022年，在中国发展历程上同样是关键

一年。在隆重庆祝了党的百年华诞，全面总
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之
后，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
程已然开启。今年，我们将迎来党的二十大
和市十二次党代会的召开，“十四五”的重大
战略、重点任务也将进入全面施工期。作为
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初心之地、光荣
之城，上海肩负着国家战略，承担着开路先
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使命。重压之下，
依然要有亮眼表现。如何稳中求进、危中寻
机，通过突破瓶颈，创新机制，实现高质量发
展？这是上海的必答题。

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需要付出非凡努力。既要登高望远、胸怀“国
之大者”，也要落细落实、用情用力。正因如
此，上海在“致广大”的同时，也在力争做到
“尽精微”——走基层、进居村、入企业，深入
听取意见，全面查找问题，及时拿出举措，集
中解决一批影响发展的瓶颈难题，切实化解
一批影响安全的风险隐患，持续推动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城市安全运行……
这些破题的关键之招，也彰显着上海这

座人民城市始终不变的遵循：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之所
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纵然面
对种种挑战，也要努力让每个人、每个企业
都能感受城市温度、拥有归属认同、实现人
生出彩。

开工日，奔着问题而去
潘高峰

夜晚时分，宝杨路上的一处集装箱堆场

里灯火通明，来自锦江航运的十几辆集卡正

在装车一批刚刚下线的新造集装箱。而在

不远处的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宝山太平”）里，生产线上的工人仍在

加班加点焊接、喷涂……

为了缓解集装箱“一箱难求”的紧张局

面，保障上海外贸企业出口用箱的需求，新

年伊始，宝山太平公司一天都没有休息，为

上海稳住外贸基本盘贡献力量。记者从市

商务委获悉，去年1-11月，上海外贸出口

1.41亿元，增长13.3%。在出口增幅的前三

位中，集装箱出口增幅仅次于纯电动乘用

车。两位数增长的背后，是各方协同之下，

上海外贸产业链的畅通运转。

“全球供应链‘一箱难求’的困境是从

2020年三季度开始的，去年愈发明显。”宝

山太平总经理徐进勇介绍说，从去年3月开

始，该公司集装箱生产线就没有停过，去年

年产量达18万TEU（1TEU相当于一只20

英尺的标箱），同比上升225%，年产值达38

亿元。“去年前10个月，我们的集装箱出口

额达24亿元，同比增长335%。”

徐进勇说，不少进出口客户拿来的都是

急单、大单，为了让“中国制造”不被运输卡脖

子，集装箱行业必须加油干。“去年12月8日，

锦江航运下单了3000TEU，我们一周后开始陆

续交货，这两天全部完成生产交付。”

在全球贸易链上，从连接欧亚的中欧班

列，到漂洋过海的中远海运船队，都有宝山

太平加急生产出来的集装箱，满载着各类商

品出口至全球。全球95%以上的集装箱由

中国制造，而中国集装箱制造约10%产能在

上海。当一只集装箱成为影响全球贸易产业

链的关键因素，支持集装箱制造企业扩大产

能，成为上海缓解外贸企业国际运输难题的

关键切入点。

为了帮助宝山太平在最短时间内扩产，

市区两级商务部门协调经信、交警、海关、镇

政府等相关单位，为企业解决了技改、用电、

物流、场地、通关等多方面的难题。从一只

集装箱的快速扩产，到一条外贸产业链的畅

通运转，上海外贸出口数据的飘红离不开多

方“护航”。去年本市成立“出口运力专班”，一

方面加强和中远海运等运输单位的沟通协

调；另一方面丰富运输方式，市商务委牵头开

通的中欧班列已实现每周1列稳定开行，截

至去年12月15日，“中欧班列-上海号”共计

开行11列，出口集装箱500个，总货值近3亿

元人民币。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昨日开工。扩

建工程是贯彻落实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积极响应国家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加快长三角区域互通互联，服务

公众高质量出行需求,满足基地航空公司

中长期发展和枢纽运营需求的重大项目。

工程主要包括航站区、飞行区、旅客捷运、市

政配套、新东货运区、附属配套等六大项目，

建成后预计可满足2030年浦东机场年旅客

吞吐量1.3亿人次的需求。

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航站区采用航站

楼与交通中心一体化设计，实现旅客零换乘

的服务目标。新建航站楼采用国际、国内双

主楼构型，建筑外观象征着新时代“翱翔”寓

意，与T1、T2“腾飞”“展翅”的寓意一脉相承。

双主楼的设计可提供充裕的车道边资

源和近百个近机位，最大限度方便旅客和航

空公司枢纽化运营。以四型机场建设为核

心，楼内设置公共值机系统、全自动行李分

拣系统、无行李自助值机等新技术应用，最

大限度提高旅客感受度。旅客流程采用国

内混流、国际分流的流程组织模式，主楼通

过捷运系统与卫星厅相联。以公共交通绿

色出行为导向，南北向引入机场联络线、南

汇支线、机场快线、2号线、陆侧捷运，东西

向引入21号线，与上海东站共同组成浦东

综合交通枢纽，为旅客提供便捷换乘。航站

区通过6米层人行主轴串联起到达大厅、停

车楼、综合交通换乘厅及配套附属设施等功

能，并与自贸区新片区相连，以集约高效的

枢纽交通服务功能为未来自贸区新片区的

发展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昨天，申万宏源、吉利控股集团、复星国

际等来自金融服务、智慧出行、生命健康等

领域的徐汇区10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这

次签约的重大项目规模大、能级高、带动力

强，进一步推动徐汇的数字经济、生命健康、

文化创意、现代金融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加快形成。

近年来，央视、中电金信、长江三峡基

金、阿里、腾讯、普德赋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和

机构纷纷落户徐汇，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超

2000亿元，现代服务业营业收入超4000亿

元，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0家、外资研发中

心30家。

徐汇正加快形成“两级驱动、东西循环、

南北联动、中部提升”的发展格局。以徐汇

滨江和漕河泾开发区两大增长极为引擎，带

动城区高质量发展，加强东部高质量滨江发

展带和西部高能级科创聚集带建设，推进北

部中央活动区、中部融合更新区、南部战略

拓展区统筹协调发展，强化南站地区、滨江

腹地、徐汇中城等空间资源的高效能利用，

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引领示范区。

“十四五”期间，北部的徐家汇中心项目

将打造上海中央活动区世界级商圈的新地

标；中部的西岸金融城将打造成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的全新增长极，西岸传媒港致力成为

高端影视制作和现代传媒产业聚集区；南部

的北杨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将建设成为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集聚区等。

本报记者 袁玮

昨天，虹口区2022年重大工程集中开

工。今年虹口区共安排重大工程正式项目65

个，总建筑面积517万平方米，总投资1943亿

元，计划开竣工面积合计200万平方米。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工程项目有创新

创意设计研究院（原雷士德工学院）、新建大

名排水系统、32街坊住宅项目、北虹中学改

造项目、虹口区76街坊新建学校项目、梧州

路（周家嘴路—海拉尔路）改建工程、九龙宾

馆改建项目、161街坊新建学校、122街坊住

宅项目、鲁迅公园改造、虹镇老街新建住宅

市政配套工程、临平泵站、虹口区通沟污泥

处置站项目等20个。其中，创新创意设计

研究院（原雷士德工学院）、新建大名排水系

统、北虹中学改造项目、梧州路（周家嘴路—

海拉尔路）改建工程等都位于北外滩地区。

今年是虹口落实北外滩开发关键之

年。近年来，虹口区聚集北外滩，全力以赴

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推进北外滩新一轮

开发建设，在上海新市域格局中打造“上海

北外滩、浦江金三角”。

本报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员 龙钢

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开工

助力外贸出口亮出上扬线

“上海造”缓解
国际物流“一箱难求”

提供百个近机位 满足年吞吐量1.3亿人次需求

10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助推形成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安排65个重大工程项目
全力推进北外滩新一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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