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力推智造空间提升经济密度
首批8个生物医药标准厂房项目在张江等地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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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

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调研

我市重大文化体育设施。

龚正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

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前瞻性谋划布局，高

标准规划建设，全社会开放

共享，精心打造高水准文体

新地标，持续加大高品质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为提升城

市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提供更大支撑。

下午，龚正一行来到

位于普陀区的上海少年儿

童图书馆新馆，先后走进

阅览区、儿童益智馆、典藏

馆、国际童书馆、无障碍阅

览室，察看自助还书机、声

音记录室等设施，并与小

读者亲切交流。负责人

说，新馆于去年7月正式开

放，全年无休。龚正鼓励

图书馆为少年儿童提供更

好服务，创新模式形式、丰

富内容场景，更好满足少

年儿童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国内单体建筑面

积最大的图书馆，上海图

书馆东馆于去年9月开馆。市领导察看大厅，

走进阅读广场，了解智慧书架等新型设施，仔细

询问图书馆运行情况，并考察家谱馆、文化名人

手稿馆等特色展览。负责人说，上图东馆提供

阅览座席近6000个，年接待读者数可达400万

人次。龚正叮嘱图书馆不断创新运营模式，强

化开放、共享、交互特色，持续提升服务能级水

平，更好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读者需求。

浦东足球场是国内首个严格按照国际足联

标准建造的专业足球场。龚正实地察看球场设

施、现场安保指挥所，了解赛事安排、球场保养及

安保预案等，要求不断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服务

保障世界高水平赛事，满足群众对多层次、多样

化体育运动、体育赛事的参与观赏需求，为城市

增添生机与活力，助力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龚正指出，要紧扣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

活的新期待，持续完善重大文体设施布局，发挥

重大文体设施在涵养城市文化底蕴、满足人民

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城市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

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建设好管理好重大

文化设施，强化与基层文化场所融通互动，大力

推进文化服务资源向新城、远郊和大型居住社

区覆盖，通过建筑功能更新等方式增加文体设

施供给，加快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提质升级，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更优质、更均衡、更便捷，增强

市民群众的参与度、感受度、满意度。

市领导朱芝松、刘多参加相关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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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感动上海”故事巡讲启动仪

式暨首场宣讲在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举

行，为期1个月的全市巡讲活动随之拉开帷

幕。6·28公交事故见义勇为，科创先锋、大

国工匠“拧紧每一颗螺丝”，“最美志愿者”张

心亚为智障孩子撑起一片蓝天……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传递了正能量。故事背后

的真实原型登台时，现场掌声雷动。

“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推选活动自2011

年设立以来已走过11届，涌现了121位事迹

感人、精神可嘉、催人奋进的典型模范。为

讲好先进典型故事，以榜样力量传递城市温

度、激发奋进力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

精神文明办会同市群众艺术馆，根据11位

“感动上海”典型人物事迹，历经近5个月的

策划、创作和编排，形成了这台表现形式丰

富、贴近市民群众的先进典型故事宣讲会。

2022年6月28日，浦东新区惠南镇突发

一起公交车滑入河道事故。公交车驾驶员

王国春行驶中突发不适，迅速告知乘客下

车，而后陷入昏迷，车辆向前滑入河道；多位

热心市民相继跳进河中进入车厢救人，美团

骑手沈鹏赶至河边协助，事件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上海群艺馆的群文工作者将这一故

事艺术化呈现，以《闪耀的群星》塑造“凡人

英雄”群像。

《航天工匠》讲述2019感动上海年度人

物、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首席技

师王曙群“拧紧每一颗螺丝”，让航天器“万

里穿针”的故事。《科技“追光者”》以科研工

作者於亮红的视角，回顾了2022感动上海

年度人物（团队）——羲和激光装置项目攻

关团队的追光之旅。《筑梦蓝天》呈现了2015

感动上海年度人物、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

有限公司高级技师胡双钱用工匠之心，助力

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的故事。

为民服务、岗位建功，《请君入瓮》根据

2019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最美检察官”施

净岚庭审中的真实案例改编。《金钥匙》把

2012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最美家庭医生”

严正的“五心工作法”搬上舞台。《贴心的守

护》将2022感动上海年度人物、“全国优秀

人民警察”孙礼钢从事基层工作的苦辣酸

甜展现出来。

普通人的微光聚拢，让这座城市暖意

涌动。《永不放弃》讲述2021感动上海年度

人物、“最美志愿者”张心亚为智障孩子撑

起一片蓝天的故事。《柔肩重任》致敬2019

感动上海年度人物，10年如一日照顾丈夫

和公公的好儿媳汤晓红。《争分夺秒》再现

2021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新时代好少年”

盛晓涵的“教科书式救人”场景。《烈火金

刚》让观众仿佛置身火场，真切感受2015

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救火英雄王海滨危急

之下的抉择。

据悉，“2023感动上海年度人物推选”已

于日前启动，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推选，将

于9月20日“公民道德宣传日”前后向社会

发布。9月，“感动上海”故事巡讲将陆续在

全市举办9场活动，并通过“红途学苑”网络

视频课、文明实践综合服务平台供给等方式

精准对接需求，将典型故事讲遍城乡社区、

传遍街头巷尾、送到市民心中。

本报记者 杨欢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记者从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暑运圆满

收官。长三角铁路62天（7月1日至8月31

日）发送旅客近1.68亿人次，较2019年同期

多发送近2670万人次，增长近两成，创历年

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占全国铁路旅客发送

量的五分之一还多。

暑运期间，前往北京、广州、福州、厦门、

青岛、长沙等直通方向客流火爆，发送直通

旅客近3900万人次；管内往来上海、南京、

杭州、合肥、苏州、无锡、扬州、黄山、盐城、芜

湖、安庆、连云港等地客流增幅明显，发送管

内旅客近1.3亿人次。直通、管内客流均创

同期新高。长三角铁路8月19日发送旅客

324.4万人次，创暑运单日客发量新高。

暑运62天，铁路上海站（下辖上海站、

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上海西站、南翔北

站、安亭北站、安亭西站）累计发送旅客超

2600万人次，创该站暑运旅客发送量历史新

高，发送量位居长三角铁路客站首位。铁路

上海站8月12日发送旅客53.74万人次，创

该站暑运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暑期，

携带儿童的家庭式出游成为主力，暑运62

天，铁路上海站发售儿童票237万张，较

2019年同期翻了一番。

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部门通过调整货

车车流径路、增开货物列车等方式优化货物

列车开行方案，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

本，更好地承接“公转铁”运量，为绿色低碳

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长三角铁路加强中

欧班列开行组织，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暑运期间开行中欧班列477列（去程），

发送逾5万标箱（去程）。

“感动上海”故事巡讲昨启动

微光聚拢，让这座城市暖意涌动

“最热”暑运！长三角铁路客运创新高
62天发送旅客近1.68亿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近两成

■“感动上海”故事巡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昨举行 主办方供图

上海将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开展智造空间建设行动

计划。昨天，上海市智造空间 ·生物医药标准

厂房及重点项目开工，今后两年全市将加强

“张江研发+上海制造”一体化布局，开工建设

生物医药标准厂房总规模近500万平方米，形

成生物医药“孵化—研发—中试—产业化”的

梯级产业载体新体系，打造全球生物医药研

发经济和产业化新高地。今年本市预计新开

工约180万平方米生物医药标准厂房，以此次

开工为起点，支持临港、张江、外高桥等开发

主体开展生物医药智造空间建设。

无缝对接创新药落地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先

导产业之一。近年来，上海生物医药创新产

品持续涌现，对产业化空间载体的需求大幅

增加。

“生物医药产业比较特殊，创新创业的苗

子多，一开始都是轻装上阵，需要快速适配研

发制造的空间，帮助企业进行成果转化，所以

初期发展规模比较小，但一旦培育出来，会有

爆发式增长，所以需要提前布局标准厂房建

设，让更多生物医药企业从创新研发到生产

制造无缝衔接。”浦东新区科经委副主任张彤

介绍说。

昨天首批开工了8个智造空间 ·生物医药

项目，总投资107亿元，将新增标准厂房61.8

万平方米。其中7个项目在浦东新区，包括由

张江集团承建的4个项目，聚焦生物制品、细

胞基因、高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由君实生

物、荣昌生物等头部企业承建的三个项目，将

分别打造为抗感染药物、生物制品和新材料

领域的研发总部和产业化基地。

至年底，本市计划开工建设的智造空间 ·

生物医药标准厂房重大项目共16个，其中，张

江集团开工7个项目，总投资约78亿元；临港

集团开工7个项目，总投资约94亿元；外高桥

集团开工2个项目，总投资约16亿元。

破除产业发展空间制约
在发展制造业上，上海坚守工业增加值

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底线为25%。市经济

信息化委总工程师葛东波介绍，打造智造空

间是上海拓展制造业发展空间、释放生产力、

提升工业比重的重大举措，也是上海向全社

会释放坚守实体经济的强烈信号。

当下，上海的产业空间日趋饱和，推动

“工业上楼”、打造智造空间可以推动制造业

从“平面缩圈”转向“立体增长”，提升经济密

度。“上海的制造业企业对土地增高提容的需

求旺盛，我们坚持需求导向，通过智造空间的

打造，破除上海产业发展空间的限制。好企

业不缺用地，好项目不缺厂房。”

“实际上，智造空间由8个板块构成，之后

电子信息、时尚消费等将陆续开工。”葛东波

介绍，上海将按照“起步稳妥、做好试点、稳步

推开”的原则，力争三年推出智造空间3000万

平方米，其中生物医药板块500万平方米。“我

们将强化市区联动，制定激励扶持政策，制定

智造空间产业目录指引，欢迎全球制造业企

业来上海发展，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

供应链，共同推进实体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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