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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超级工厂”发展迅猛
“今年上半年，税收完成21.63亿元，同

比增长114.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27亿元，同比增长94.42%,各项经济指标均

实现跨越式增长。”浦东新区泥城镇党委书记

张银标告诉记者，泥城正聚焦提升能级，以创

新型经济为亮色，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引擎，全

力以赴按下经济增长的“快进键”、跑出发展

的“加速度”。

2019年1月7日，泥城镇西南角一片遍

布芦苇和鱼塘的滩涂上，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开工建设。

作为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新能源汽车企

业，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从签约到拿地仅用

时三个月；用时半年，特斯拉实现从签约到开

工；不到一年，完成从签约到投产。2022年，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全年交付新车超71万

辆，同比增长48%。2022年特斯拉全球共交

付131万辆，上海超级工厂占比高达54.2%，

自2021年占比51.7%之后，再次占据特斯拉

全球交付量的“半壁江山”……

“左右邻”就是“上下游”
过去4年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源源

不断地生产出新能源汽车，在它的拉动下，整

个临港新片区已经构建涵盖自动驾驶系统、

汽车内饰、车身、新材料、精密加工等新能源

汽车全生态领域的“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

生态。上海诺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就是汽

车产业链条上的一家企业。公司主要产品销

往欧美市场，用于奔驰、宝马、奥迪、兰博基

尼、道奇等一线品牌。公司负责人表示，在泥

城能方便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不远处，延锋国际

智能座舱配套工厂的车间里，十分繁忙。“这

里每天可以下线约3500套汽车座椅，下线的

座椅会运送给不远处的特斯拉和上汽工厂。”

2021年8月，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与延锋国际

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共同推

动延锋国际智能座舱配套项目落地临港，成

为供应链上的重要企业。延锋座椅临港总装

车间负责人贾廷文告诉记者，从客户下单到

供货抵达，一般1.5小时内必须完成，选择落

户泥城，就是因为新厂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的距离约8公里，到上汽乘用车约6公里，

为特斯拉及上汽乘用车供货极为方便。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
“特斯拉成了泥城的一张名片。今年上

半年泥城引进企业536家，新增注册资本40

亿元。”张银标告诉记者，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项目）一期的带动效应非常大，产业区开发

后不仅带动了周边的就业及城镇化，一些配

套企业还主动寻上门来。

在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扩大）上，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强化

“链”式思维，依托全市53个特色产业园区，

聚焦园区主导产业，大力引进和培育产业链

“链主”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一条完整的新能源产业本土生态链在

泥城初具规模，让我们的链式招商扩大了‘朋

友圈’。”泥城镇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苏建军告

诉记者，泥城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

双向融合，以汽车及零部件配套为主体定位，

配合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

现代新型服务业等业态。今年上半年，泥

城规上工业产值 272亿元，同比增长

24.44%。在原有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基础

上，泥城还在布局产业新的“核爆点”，为产

业版图添新景，比如总投资近23亿元的新

科园交付投用，引进企业500余家；普罗名特

外资项目开工……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如果说新能源汽车本土生态链的构建是

产业集约化使然，那么特斯拉有效带动泥城

镇周边国际化的生活服务区、学校、国际酒

店、多种公共交通、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与配

套的日趋成熟，则更像是一种被放大的协同

效应。特斯拉带来的集群产业发展，既增加

了当地个人就业机会，又以群体式汇聚，促进

了该区域的配套发展。

据泥城镇经发办主任黄烨玮介绍，如今

泥城现代服务业和商圈经济蓬勃发展，上半

年第三产业营业收入达100.76亿元，形成了

南有万达广场、北有鸿音和宝龙广场的商业

布局，涌现出一批消费服务完善、增长贡献突

出的商业综合体。

“一业兴、百业旺”正在泥城镇上演。张

银标表示，伴随着产业的集聚与发展，集约化

的示范效应引起了科创企业的注意，它们相

中了这些产业带来的丰富应用场景，慕名而

来。展望未来，“特斯拉小镇”将深入推进新

能源汽车、集成电路 等重点产业链提质增

效，强力推进链上龙头企业、重大项目和重点

园区建设，补齐薄弱环节，形成产业生态，培

育先进制造业集群。 本报记者 杨欢

本报讯 按照市

委主题教育工作安

排和大兴调查研究

部署要求，昨天下

午，市委书记陈吉宁

专题调研市民体育

健身设施布局和建

设情况。陈吉宁指

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以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构

建更高水平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

全民健身模范城

市，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普陀区真如体

育场近年来加大改

造力度，翻新扩建了

11片羽毛球场地，改

建了七人制足球场，

还配备了健身房、瑜

伽馆、跳操房等运动

场地，吸引了众多体

育爱好者在此锻炼、

比赛，不少青少年利

用暑期时间在这里

接受体育项目培训、

训练。陈吉宁来到

真如体育场，先后察

看了羽毛球馆、乒乓

球室、击剑室、足球

场和健身房，详细了

解开放时段、日常客

流、设施更新和青少

年体育锻炼等情

况。陈吉宁指出，人

民健康是人民幸福

生活的基础，而体育

是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的重要途径。要把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坚持需求导向、目标导

向，以落实新一轮“民心工程”为契机，大力

推进全民健身公共资源拓展工程，优化资

源布局，提升空间载体，为市民提供更加优

质、均衡、便捷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好

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

要充分发挥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的带动作

用，大力推进青少年体育运动，让广大青少

年在体育锻炼中培养爱好、享受乐趣、增强

体质、磨炼意志。要加强资源整合，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事业，注重引入和运

用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运行机制，更好激发

场馆活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经过6年建设和改造提升，占地面积

近36万平方米的徐家汇体育公园今年全

新亮相，成为上海面积最大、设施齐全的体

育文化聚集区。有氧公园里，儿童在家长

们陪伴下嬉戏玩耍；综合馆“万体汇”里，羽

毛球、乒乓球、网球爱好者正挥拍对练，酣

畅淋漓；承办国内外专业顶级赛事活动的

上海体育场和上海体育馆修葺一新，正在

等待精彩赛事开赛。陈吉宁沿途逐一察

看，仔细了解场地升级改造、运营管理、服

务品质等情况。他说，要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国际视野，对标世

界一流，精益求精做好建设、开放、管理的

大文章，不断完善服务配套、强化综合体

验，努力把徐家汇体育公园打造成卓越的

体育赛事中心、活跃的大众体育乐园、经典

的体育文化地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体育运动的需求。要发挥标志

性体育场馆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更多竞

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积极组织开展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激发广大市民

群众的健身动力和参与热情，更好推广健

康生活方式、营造活力城市氛围。

市领导李政参加调研。

一辆车如何改变一座城？
链式招商扩大“朋友圈”“特斯拉小镇”活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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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城镇航拍图 受访者供图

▲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记者 刘歆 摄

上海密码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东南角的泥城镇，早年属于典型农业大镇。2019年8月，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揭牌，泥城镇整体纳入一期开发范围。如今走进泥城镇，车辆川流不息，两港

大道的一侧是特斯拉、上汽乘用车、商汤等一批知名“智造”企业的厂房；另一侧塔吊林立，工
地热火朝天，瞄准研发特色的“创新创业带”正在构建。曾经的偏远小镇摇身一变，成了远
近闻名的“特斯拉小镇”。

为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
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其中提
出，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
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用人
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

当下，人脸识别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现实
生活中，但也出现了一些滥用乃至侵权的现
象，引发人们的担忧与警惕。有的企业在门
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用于“客流分析”；有
的经营场所没有合法、合理理由，却要求消费
者“刷脸”进入；有的小区更新安保系统，把人

脸识别作为唯一出入方式，居民不“刷脸”就
回不了家……在多方努力下，部分乱象得到
了纠正，但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仍需要更
明确、细化的规范，并加大监管力度。

上述征求意见稿提出，实现相同目的或
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生物特征
识别技术方案的，应当优先选择非生物特征
识别技术方案。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
更改性，如果被滥用，将对个人隐私、个人和
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非必要情况，不采
用人脸识别技术，应当成为共识。比如，曾有
检察官发现，上海多家小超市为了“防盗”安

装人脸识别摄像头，实际上使用普通摄像头
也能满足这一需求，后来由检察院制发检察
建议，督促拆除。

征求意见稿要求，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或者存储超过1万人人脸信息的人脸识
别技术使用者，应当在  个工作日内向所属地
市级以上网信部门备案。人脸识别技术不能想
用就用，除了使用者要充分评估合规性、必要
性、风险等因素之外，还需要有力的外部监管。
既要加强事前安全监督，也要严肃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从人脸识别技术与设备的提供到应
用，通过全链条监管，守护好人们的“脸”。

“非必要不人脸识别”应成共识
纪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