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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昨天，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中心城区徐家汇站

最高气温定格在34.9℃。随着副热带高压继续向申城逼近，本市今天气温继

续攀升。炎炎烈日下，本报记者将镜头对准高温下的劳动者——

镜头1 爬上铁路上海站屋顶，热浪扑面而来。虽还没到一年中最热的

时节，但这里的温度已轻松突破37℃。铁路上海局上海房建公寓段的工作人

员顶着烈日在屋顶巡查设备 本报记者 佳梦泽 摄

镜头2 今天上午9时30分，浦东新区沈家弄路核酸检测点，扫码员身穿
防护服工作，手套里已满是汗水 本报记者 张 龙 摄

镜头3 昨天下午2时，市交警总队高架支队三大队警长高云峰顶着高温

在南北高架鲁班立交东进口处执勤。据高警官介绍，当天他已接处交通事故

3起，查处“客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13起 本报记者 张 龙 摄

镜头4昨天下午，沪东中华造船厂平面车间最高温度达60℃，穿戴着全
套防护设备的工人在四溅的火花中挥汗苦干 本报记者 佳梦泽 摄

骄阳下的
“作业”

镜头1

镜头3

第一招，下好一盘棋
统筹产业功能布局，梯度圈催生“新动能”

突出功能主导，构筑产业梯度圈。浦东新区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以圈层梯度模式引导产业布

局。内环线以内，以陆家嘴金融城为核心，强化金

融、航运、贸易、总部经济等核心功能的集聚发展。

内环线至主城区，以世博前滩地区、张江科学城、金

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国际旅游度假区

等为重点，积极培育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商务贸易、

航运物流、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南汇新城则重点

布局科技创新和智能制造业，培育新市镇特色产业

功能，乡村地区积极发展科技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现

代农业。

突出功能联动，形成南北科创走廊。规划明确
南北科技创新走廊以张江科学城为核心功能区，以

临港为主体承载区，落实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

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南北区域联动，重点打造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软件信

息、民用航空等创新型特色产业集群。

突出功能集聚，绘制特色产业地图。按照上海
市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的“产业基地-产业

社区-零星工业地块”三级产业空间布局，新区明确

划定了产业基地和产业社区，产业用地以空间规划

为引导，向产业基地、产业社区集聚。目前产业基

地、产业社区已基本实现控规全覆盖，并将根据区域

评估和产业需求做局部优化，有效引导项目按照规

划要求落地。至2035年，浦东新区规划形成25个与

城镇发展定位相匹配、二三产融合发展、配套功能完

善、环境景观宜人产业社区，共约108平方公里；形

成承载国家战略功能、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高端制

造业产业基地，共约36平方公里。保留承载符合产

业发展导向的先进制造业或传统产业的规模以上企

业的零星工业用地等。

第二招，念好“减”字决
高效腾挪土地资源，紧约束释放“新空间”

做好“减”的制度保障。土地减量与发展增量是
一对有机结合体，减量化工作对于新区腾挪发展空

间，为产业提供土地保障起着重要作用，也是补充耕

地资源的重要途径。浦东新区不断完善各项政策，

如关键时间节点“亮灯”提醒，对于减量化项目清拆

补偿、奖补口径、水土监测等方面的问题，通过研究

制定有关政策规定予以明确，做到办事按程序、工作

有依据，为减量化顺利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做好“减”的流程管理。结合全年任务和用地需
求，将目标任务及时分解下达各镇，定期对各镇减量

化工作开展实地踏勘，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对已完

成减量化复垦地块组织抽验，对不符合复垦要求的

地块，及时发出整改通知书，切实做好项目的事后监

管。2014年至今成效显著，新区通过开展集建区外

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已释放22.18平方公里的

建设空间，规模累计超过15个世纪公园。

做好“减”的保护红线。浦东新区始终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

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市委市政府对耕地保护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在

引领区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层层压实耕地保护

责任，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构建耕地保护“天上看、网

上管、地上查”的动态立体监管机制等，落实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管理，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

第三招，唱好“增”字经
聚焦挖掘优质空间，强支撑布局“新赛道”

用好增量。优化供地模式，降低产业用地成

本。一是积极推进“标准地”出让工作，制订了促进

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若干措施，仅去年出让“标准

地”土地面积约10.4公顷，如蓝帆、微创等项目，实现

“地等项目”。同时，浦东新区鼓励采用先租后让、长

期租赁等方式获取土地，实行“弹性年期+有条件自

动续期”制度等，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二是创新用地

方式，在确保使用功能及安全性要求的前提下，可在

产业用地上建设可循环利用、结构相对简易的短期

利用建筑，为今后项目转型升级预留空间。三是科

学安排供地规模，为推动产业链发展，积极探索优质

项目上下游产业联动的供地模式，打造规模化、集约

化、航母级的产业集群板块。

统筹流量。试点混合利用，满足多元化用地需
求。浦东新区开展各类产业用地混合利用的探索和

试点，构建混合产业用地和单一用地均衡配置的产

业用地格局。探索产业用地中不同产业类型合理转

换，促进生产与研发高度融合的一体化发展，提升产

业能级，激发经济活力。一是“明确用途+规定比

例”，按产业用途需求，明确各类产业用地比例，试点

工业用地和研发用地混合利用。二是“提高单一用

途产业用地混合成分”，在张江科学城区域，将可建

其他产业用途和配套设施的比例提高。三是“适建

用途+自主比例”，给予兼容用途的用地比例以更大

弹性，允许工业用途与其他产业用途进行混合供地，

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激活存量。盘活土地资源，强化高效治理。
浦东新区以产业用地提质增效工作为抓手，进一

步盘活存量空间资源，促进各类空间载体整合协

同、有效利用。针对产业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实际

问题，浦东新区形成了产业用地提质增效工作方

案，制定切实有效的处置机制，满足产业用地需

求。2022年新区安排产业用地计划约76公顷。主

要分布在张江科学城、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

园区。通过加大对产业项目的空间供给，实现浦东

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土地利用经济密度

和产出效益。 （文/周韵洋）

好项目不缺土地 好产业不缺空间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连推“三大招”
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保驾护航
今年6月25日是第32个全国“土地

日”。高质量的用地政策、精细化的土地管理
是浦东新区乃至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提高城市经济密度的必然要求。近年
来，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工作按照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工作新要求，持续以“节
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为主题开展宣传
活动。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坚持“四
个论英雄”，以三大规划资源“大招”保障产业
空间，进一步腾挪发展空间，让好项目不缺土
地、好产业不缺空间，为浦东新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加快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提供坚实的土地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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