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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风景上新】
四月春暖，淀山湖畔新绿舒展，

在建项目星罗棋布，高新产业落地

生根。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国内

首个跨行政区的《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年）》，描绘了2413

平方公里土地的美好蓝图。上海青

浦区金泽镇，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之

一，这片“试验田”不仅洋溢着满眼

青绿的诗情画意，也涌动着古镇水

乡一体化发展的无限生机。

今年初，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一厅三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岑科创中心建设拉开帷幕，未来

将建成长三角数字干线的关键节

点，成为世界级科创基地。西岑科

创中心位于青浦金泽镇，总面积约

409公顷，分为东、西两个片区，东

片区为华为青浦研发中心，西片区

为西岑科创园区。目前，东片区的

8个组团已全部实现结构封顶，预

计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西岑科创

中心将成为“蓝色珠链”上集企业办

公、研发中试、生产服务和配套居住

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社区。

【硕果累累】
坚持绿色发展，做好“水”文

章。去年6月，“蓝色珠链”一期工程

开工，建设内容包括新（改）建护岸11

公里、贯通道路9公里、建设桥梁10

座、驿站4座及修复水生态等，目前

工程正稳步推进。项目旨在利用淀

泖湖群资源和独具韵味的江南桥乡

文化，打造示范区的美丽水花园。

“蓝色珠链”的提质升级，是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

设的缩影。过去三年来，示范区累

计形成了112项制度创新成果。同

时，示范区正着力推进108个重点

项目，总投资5633亿元。青浦区区

域发展办公室主任薛锋告诉记者，

青浦区持续推动重大项目稳步实

施，示范区的“好风景”引来“新经

济”，科创等产业已在这片原生态区

域上结出累累硕果。

【项目加速】
今年，青浦区将重点推进落实

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配合编

制实施先行启动区国土空间规划、

水乡客厅控制性详细规划，联动吴

江、嘉善创建全国首个跨省域的高

新技术开发区，配合开展示范区跨

区域项目立项审批等工作。同时，

美的全球创新园区、网易国际文创

科技园、安踏上海总部、云砺数字科

技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正加快推进。

公共服务方面，今年复旦大学附属

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医

院将全面运营，青浦区公共卫生中

心、青西郊野公园二期、世外高中将

建成，中山医院青浦院区等项目正

加快建设。

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

长李峥介绍，青浦将围绕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枢纽门户的

总体目标，全面推进“一城两翼”的

建设。“一城”即青浦新城，“两翼”即

以虹桥商务区为核心的青东片区和

以淀山湖区域为核心的青西片区。

“十四五”期间，青西地区将重点聚

焦“一厅一片”两个板块建设，“一

厅”即水乡客厅，“一片”即西岑科创

中心。目前，水乡客厅控详规划已

基本完成编制，近期将进行公示，水

乡客厅将建设成为体现东方意境、

容纳和谐生境、提供游憩佳境、共聚

创新环境的江南庭院。

本报记者 杨欢

华为组团全部封顶，“红房子医院”分院6月启用，长三角
示范区“新三年”起步之年，青浦项目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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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开星海天路、

展空间蓝图。2023年上海

空间信息大会昨天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临港中心开幕，共

话空间信息前沿热点，推动

更广泛的交流合作，赋能城

市数字化转型，服务经济高

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出席并启动大会。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吴清，国家国防科工局总工

程师李国平致辞。市委常

委、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陈金山介绍临港新

片区空间信息产业发展成

效和举措，副市长李政解

读上海空间信息产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意见和支持举

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

总设计师杨长风，以及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相关

院士出席。

空间信息产业是以卫

星通信、导航、遥感为基础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此次

大会的召开，旨在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航天

强国建设，努力构建开放融

合的空间信息产业发展生态，全力打造科

技创新“核爆点”。

本届大会作为立足上海、辐射全国、联

动全球的空间信息领域盛会，由上海市产

业协同创新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上海自贸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由“1+

1+5”主题活动组成，即一场高规格的开幕

式、一场专业展览、五场主题论坛。有关国

家部委、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和企业代表

500余人参会，40余家企业参展，汇聚了全

国空间信息领军企业、科研院所及专家学

者，聚焦空间前沿热点主题，集中展示空间

信息创新发展的“上海成果”，打造示范应

用的“上海样本”，推动更广泛交流合作的

“上海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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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硕）上海首

家“产学研”一体化动力电池无害

化处理企业——上海动力电池循

环利用中心4月15日在嘉定区安

亭镇举行揭牌成立。

伴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不断壮大，动力电池退役潮也

将接踵而来。上海作为全国动力

电池保有量最高的城市，动力电

池循环利用潜力巨大。然而，由

于动力电池再生利用涉及安全风

险和环境污染，回收标准和成本

较高，行业现状鱼龙混杂，目前仍

然处于探索阶段。为尽快推动上

海动力电池循环利用规范化处

理，由上海国企推动的上海动力

电池循环利用中心经过紧张筹备

终于诞生，预计第一条产线在

2024年搭建完成。

据了解，上海动力电池循环

利用中心的核心优势在于“产学

研”一体化的运营模式。目前上

海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中心的技

术团队已就位，核心人员为西安

交通大学化学学院副教授杨国

锐、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

学学院副教授徐启新和上海大

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研究员

相明辉三位专家，他们均来自于

由国内科研院所专业人员组成

的“废旧电子资源化利用技术研

发联盟”。技术团队在放电工

艺、物理拆解、真空分离、污染防

控等技术方面拥有核心技术和

专有成套设备，并且在企业运营

管理、生态环保及资源化生产项

目实施等方面拥有丰富且成熟

的经验，将为动力电池循环利用

中心带来科研界和产业界的最先

进的生产模式。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工作党委

书记程鹏表示，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是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工

作，是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管

理的重要一环。上海市正在从回

收网络、管理平台、标准体系、商

业探索四个方面加快动力电池回

收体系建设。上海动力电池循环

利用中心的成立，进一步提高了

本市动力电池属地化、无害化处

理能力。

今年2月份，上海市政府发

布了《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方案》，明确提出上海市将建设

动力电池全产业链溯源和管理回

收利用网络，落实汽车生产厂商

和动力电池供应商主体责任；拓

展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应用，推进

退役动力电池循环利用技术、工

艺、装备、产业聚集发展。

推动上海动力电池规范化循环利用
沪首家产学研一体化无害化处理企业成立

本报讯（记者 叶薇）今天9

时36分，长征四号乙遥五十一运

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

升空，成功将我国首颗降水测量

专用卫星风云三号G星送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我国自此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

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和倾斜四条

近地轨道气象卫星的国家。

本次发射，星箭均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抓总研制，

是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第99次

发射，是八院抓总研制的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第186次发射，也是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第471次发射。

风云三号G星是我国第二代

低轨气象卫星系列风云三号的第

7颗卫星，也是风云气象卫星连

续成功发射的第20颗卫星。

卫星国际首次采用双频主动

降水测量雷达与被动微波、光学

遥感相结合的综合探测，搭载了

降水测量雷达、微波成像仪、中分

辨率光谱成像仪等4台业务载荷。

微波成像仪在国内首次实现

9频点26通道一体化探测，可以接

收地球大气10—183GHz微波辐射

能量，进行全天时、全天候、多极化

协同探测，就像一只高灵敏的千里

眼，获取台风内部温湿结构、台风

强度、台风影响区雨强等相关关

键信息，对台风暴雨“精确把脉”。

主动降水测量雷达与被动微

波、光学遥感相辅相成，强强联合，

将测量降水的配置拉成“顶配”。

卫星发射后将填补国内降水三维

立体层析探测数据空白，整体功能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风云三号G星发射重量约3.6

吨，运行于高度407km、倾角50?的

倾斜轨道，是风云气象卫星的首颗

非太阳同步倾斜轨道卫星。

为确保卫星始终以同一侧面

面向太阳，稳定卫星的外部热环

境，航天科技工作者们为风云三

号G星量身定制了一套自动掉头

工作模式，在轨运行过程中，当太

阳光从轨道面的一侧运动到另一

侧时，风云三号G星将自动旋转，

实现前后掉头，从而确保始终以

同一个侧面面向太阳。这样，无

论太阳在什么位置，卫星的外部

热环境都能相对稳定，从而保障

了星上仪器始终处于舒适的温度

区间，发挥更好的性能。

风云三号G星将发挥“独门

绝技”，与风云三号晨昏星、上午

星、下午星功能互补、相互配合，

组网形成完整的低轨气象卫星业

务综合观测能力，将预报精度提

高3%左右，将预报时效延长24

小时左右，将气象灾害监测时效

提高近1倍。在轨运行后，风云

三号G星将通过探测云、水汽、气

溶胶、风场等相关要素，进一步研

究降水形成过程，并且能精确感

知到地球大气0.2毫米/小时的降

水强度变化。

风云三号G星上午发射成功
我国首颗降水测量专用星

原本只有800户居民的上海远郊小镇西岑，将在2024年迎
来约4万科技人才入驻，成为全球瞩目的科创小镇。从火泽荡
一路向东北延伸至大莲湖，一条包括七湖一河的“蓝色珠链”
镶嵌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版图上，去年开
工的“蓝色珠链”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被称为“红房
子”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
院今年6月底开始试营业，区域内居民看病将会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