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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新城园区效果图 ■ 水城门 ■ 青溪公园

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

主战场，以及上海全面推进“五个新城”

建设的重要承载地之一，近年来，青浦

区围绕“战略赋能区、数创新高地、幸福

温暖家”的目标，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

青浦    年“成绩单”近日公布。

    年青浦经济发展向上向好，预计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 %，区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 . %，主要指标增速总体高

于全市平均水平，体现产业创新的重要

指标研发经费占比从 .  %大幅提升至

 .  %，呈现出强大韧性和充沛活力。

本报记者 杨 欢

活力充沛韧性强
枢纽门户温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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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大

项目“蓝色珠链”一期工程初具雏形，遥望滨

水湿地水天一色。备受关注的华为青浦研发

中心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建设，正在进行内外

部装修和机电设备安装工作，计划于今年竣

工并逐步投入使用。随着最后一跨简支箱梁

浇筑完成，上海轨道交通17号线西延伸主体

结构全线贯通，为最终开通试运营奠定基

础。上达河中央公园南园正在如火如荼地建

设之中、“大手笔”的环城水系三期工程也规

模初现，“波光粼粼”的青浦新城呼之欲出。

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和溢出

效应核心承载区，西虹桥商务区今年将紧抓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建设机遇，努力打造

全球数字贸易港，为全球贸易搭建起一条“彩

虹桥”……

经过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2023年，青

浦正以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姿态迈进2024

年。在新的一年里，青浦将奋力一跳、奋勇争

先，努力把蓝图变为“施工图”、把愿景变为

“实景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枢纽门户”。

战略赋能区
2018年首届进博会在位于青浦的国家

会展中心开幕，上海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昔日的水乡青浦也

就此徐徐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扇面。

虹桥青浦片区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举办地，也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区，是

青浦对外开放、链接全球的重要平台。依托

进博会这个国际大舞台，青浦交易分团连续

6年签下上海交易团“首单”，一批“首照”“首

证”“批量照”“批量证”相继诞生，意向采购订

单累计超过54亿美元，不断放大进博会溢出

效应。青浦国际采购成果日渐丰硕，投资促

进成效显著提升，人文交流活力更加强劲，开

放合作环境不断优化。目前，虹桥国际会展

产业园已落户会展企业315家，引进了联合

国采购中心等一批国际组织。2023年，联采

全年协助注册联合国供应商企业265家，助

力企业参与采购700次，企业中标16次，成为

“买全球，卖全球”贸易集聚平台。

近年来，中核建、安踏、美的等一批名企

总部纷纷落户西虹桥，中央商务区的创新创

业生态更加完善。2023年，虹桥青浦片区

“虹聚”效应加快释放，税收高位增长30%，总

税收规模超过120亿元，固投、社零等指标位

列四个片区第一，体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目前，已培育14幢税收“亿元楼”，形成了央

企总部、跨国公司总部、民企总部、新兴科技

总部汇聚的长三角企业总部集聚区。联美首

位E2楼内汇聚了波司登和格创东智等著名

企业，成为“亿元楼”中的“黑马”。此外，西虹

桥地区公共服务品质也在逐渐升级，世外高

中即将建成启用，百老汇剧场、安踏体育公园

等高能级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快马加鞭，逐渐

实现高品质“15分钟生活圈”与高品质人才

的双向奔赴。站在蟠龙天地，古往今来，中西

交汇，尽收眼底……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和示范

区建设的主阵地，青浦区始终按照“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与吴江、嘉善紧密协作，

推动示范区建设进入快车道，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的方向更加清晰，生态绿色的主题更加

鲜明，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累

计形成136项制度创新成果。四年来打通省

际断头路5条，沪苏嘉城际线、沪苏湖铁路、轨

交17号线西延伸、新城三线换乘综合交通枢

纽等一批“轨道上的长三角”项目加快建设。

在示范区里，人们工作生活更方便。青

浦区制定了“一体化政务服务地图”，牵头推

动长三角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跨省通

办”事项扩容增至1293项，37类电子证照实

现共享互认。在医疗资源共享、医保异地结

算、职业教育合作、异地养老试点等方面推出

的一批重磅举措，凸显三地同城效应。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示范区青浦分院投入运

行，长三角智慧互联网医院功能持续深化，辐

射吴江、嘉善，示范区三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三甲医院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元荡岸

线青浦段全面贯通，蓝色珠链加快打造，生活

秀带新空间进一步拓展，一个个网红打卡点

成市民生活“小确幸”。

华为研发中心计划于2024年6月交付使

用，将导入3万余名科技研发人才。总投资

约500亿元的西岑科创中心进入实质性开发

阶段，一个世界级科创小镇正加速形成。

2023年1月，全国首个跨省域“智慧大脑”正

式上线运行，支撑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的

数据底座初步形成。从打通“省际断头路”实

现物理空间上的一体化，到打通“数据断头

路”共建数据中枢，示范区不断交出高质量创

新答卷。

数创新高地
青浦新城三线换乘交通枢纽、江南新天

地、环城水系三期、上达河中央公园、复旦国

际融合创新中心……一个个项目的快马加

鞭，彰显青浦这座魅力之城的幸福温暖。

2023年以来，聚焦产城一体，青浦新城

中央商务区、城市更新实践区、未来新城样板

区、产业创新园区建设齐头并进。江苏高投、

盘古集团等12个重点产业项目开工，加快打

造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老城厢旧城改建

工作按下“加速键”，江南新天地即将从规划

图变为实景图。青浦新城三线换乘交通枢纽

开工，将实现上海示范区线、嘉青松金线和

17号线三线同站换乘。外青松公路功能提

升改造全面推进，绿环10公里启动段开工建

设，总长约4公里的环城水系公园三期初具

形象，包括沿河贯通滨水步道及新建文化休

闲广场、曲水园贯通改造、新建城市驿站和码

头、北门街风貌改造、新建水上栈道等，高品

质城市建设正加快推进。

2023年，上海联交所产权综合服务平台

加快建设，将面向区内各类经济体提供

全流程、精细化的产权交易及相关服

务，高效助力区内各类经济体做强做

优。复旦国际融合创新中心强化与青

浦新城布局产业的产学研合作，聚焦建

设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计算与智能、

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

4个创新学院和一系列创新研究院。

未来的青浦新城，将拥有生命健康和数

字智造两大开放式产业社区。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流量经济”

正逐渐转换成“创新经济”，为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带来了浓郁的科创气息，北

斗西虹桥基地、华为青浦研发中心等一

批创新企业纷纷入驻，青浦科创力量蓬

勃发展。北斗西虹桥基地正在迈向未

来空间产业新蓝海，作为空间信息产业

的桥头堡，以策源、赋能、创新、链通、融

合为抓手打造的“北斗西虹桥模式”，形

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先导产业创新生

态体系。华为青浦研发中心结合长三

角区域定位，借助高地优势全面布局，

以在青浦建设的科创中心为根基，通过

创新中心模式持续赋能长三角数智产

业，以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加速生态

发展，推动产业繁荣。

依托数字经济平台要素加快集聚，

青浦区率先提出并打造“长三角数字干

线”，这是一条以数字经济为本源，通过

各类园区节点和产业链贯通，辐射带动

区域发展的数字创新发展带。沿着

G50沪渝高速主干廊道，从东到西布局

了北斗创新基地、市西软件园、新城数

字智造产业社区、西岑科创中心等空间

载体，构建从研发、生产、贸易、服务、应

用场景全链条的数字经济主阵地。

长三角数字干线承担起串联上海

东西两翼、服务示范区三地、辐射长三

角周边城市的功能使命。青浦将以数

字干线为牵引，打破时空限制，更好地

推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各类市场主

体加速融合。通过率先引领长三角数

字干线建设，预计到2027年，青浦区数

字技术应用业产值将达到1500亿元，

智能工厂将达到100个，公共数据开放

规模将达到50万条。

幸福温暖家
2023年以来，青浦区全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推出一批人民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事工程，推动教

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

全面升级。

得知社区中心有免费理发，60多

岁的俞阿姨一早赶来。说起2023年建

成开放的社区中心，俞阿姨赞不绝口，

“我之前以为居委会只是办公的地方，

没想到现在成了居民茶余饭后谈天说

地的好去处”。开放式的居委办公，让

居民咨询政策、办理事务变得更加方便

快捷。近年来，青浦区认真落实“人民

城市”重要理念，积极推动“新时代幸福

社区”这一独具青浦特色的基层治理创

新实践，目前已经实现村居全覆盖。

“与老院相比，这里无论是就医环

境、医疗设施设备、医疗服务水平等都

有大幅度提升。”2023年2月，中山医院

青浦分院新门诊正式启用，新门诊在人

性化、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等方面都

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去中山医院青

浦分院看病更便捷了”也成为市民奔走

相告的信息。2023年9月，“红房子”医

院青浦分院正式启用，作为示范区首家

三级妇产科专科医院，“红房子”将成为

一体化示范区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妇

幼医疗服务，打造辐射长三角的医疗卫

生服务新标杆。

2023年，青浦区完成了18个实事

项目和13项民心工程。用心托举群众

“安居梦”，区属动迁安置房开工15.7万

方、竣工9.4万方，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9150套，改造“美丽家园”51万方。累

计建成幸福社区268家，系统集成“政

务云”线上平台，为基层减负赋能。关

爱“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新建各类社区

为老服务设施16家，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93%。“红房子”医院、东湖中学

新校区等一批项目正式启用。加快“家

门口”优质学校建设，新增市示范性幼

儿园、一级幼儿园6所，青浦一中成功

创建市特色普通高中、公办特色高中比

例居全市前列。持续优化医疗资源供

给，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新城院区开

工，白鹤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泽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商榻分中心启用，分

三年全面实施居村卫生服务站室标准

化建设、2023年完成53家卫生室6家

卫生站。文体新空间持续拓展，鹤龙美

术馆、江南书局旗舰店加快推进，建成

社区市民健身中心2个、健身点69个，

环意自行车赛、中国帆板大师赛等重大

赛事让青浦更具潮流风、国际范。

用情用力建好“民心工程”。2024

年，青浦区将打好“两旧一村”改造整体

战，加快第一轮“城中村”项目收官，第

二轮凤溪、西岑项目完成征收并开工。

全面启动剩余1.45万方小梁薄板房改

造，推动更多民居旧貌换新颜。加快盈

浦老城厢改造，有序推进签约和征收补

偿，动迁安置基地主体施工，打造满载

江南记忆的“城市会客厅”。

聚焦群众关注的民生实事，2024

年青浦将新增50个公办托班、1000个

托位，公办托幼一体化占比提升至

85%，新改建各类健身设施项目不少于

66个，新增早餐网点24个，围绕大居和

轨交站点优化调整公交线路不少于10

条，新增公共停车泊位285个、错峰停

车位90个，让更多“小确幸”可感可及。 ■ 环城水系

■ 赵巷和睦村水街

■ 蟠龙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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