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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张志刚
上海启明未来产业技术促

进中心理事长、上海零号湾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
交通大学副教授、闵行区人大
代表。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挑战
杯总指导、先进产业技术研究
院信息部主任，长期从事学生
创新创业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培育指导工作。曾率先在国内
高校创建“创客空间”，也是思
源公益的创始人。

如果问新质生产力将为社
会带来怎样的动能？来到今天
的“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区，或许已能令人切身感受
到“实感”。伴随“零号湾一号
服务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教
授、上海零号湾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志刚的脚步，从
剑川路沧源路出发，每一个门
牌、每一栋建筑、每一块街区都
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高
校、科研院所相伴，政府、产业、
科技创新企业不断聚集，产生
着微妙的化学反应，当初的“闵
大荒”已然升腾出一个欣欣向
荣的生态，不断增加着这片区
域的新质生产力“浓度”。

【人物名片】

海报设计 谢辉

   盒“南汇    ”西瓜、
   盒三林崩瓜，日前被运往
香港，开启上海本土西瓜首次
出口之旅。在青浦区，白鹤草
莓今年 月实现其  年种植
史上第一次出口，试水香港市
场。练塘茭白、翠冠梨等过去
并未考虑出海的农产品，也已
向青浦海关申请出口指导。
其中，练塘茭白拟出口市场为
中东，当地有意将练塘茭白作
为新型水果引进。

近年来，上海特色农产品
因口口相传的品质，在海外
市场频频出圈。仅浦东海
关，    年以来就已支持推
动南汇水蜜桃、锦绣黄桃、邵
万生黄泥螺等农食产品出
口。这些特色农产品从田间
地头直“飞”海外，丰富“海外
餐桌”，不仅印证上海农产品
品质的提升，也彰显农业现代
化的成效。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品牌
早已成为农产品提升自身价
值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上海
着力发展与国际化大都市地
位相匹配的都市农业背景
下。早在十多年前，南汇
    西瓜就开启了品牌建设
之路，成为上海农产品品牌建
设的“先行者”。

    年，浦东新区制定
农业“三品”战略，即品种、品
质、品牌。当年  月，南汇
    西瓜品牌合作联社成
立，严格实施标准化生产质量
管理，做到统一技术、统一标
准、统一质量、统一商标、统一
包装标识、统一零售指导价，
打造和拓展南汇    西瓜品
牌市场。

今年，上海市农业农村委
打造了“申农链”，并首次基于

“随申码”赋码能力，实现了
“一瓜一码”，为消费者提供查
询核验功能。“申农链”将优质
农产品从种源、生产、加工、监
管、检验、认证、保险等全流程
核心数据存储在区块链系统
中，构建上海优质农产品的可
信溯源体系。

促进农产品出口，是拓展
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我国
已深度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
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五位，
水果、蔬菜、水产品等优质农
产品“扬帆远航”。    年，
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 
亿美元，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
活力。

参与国际竞争，不仅有助
于提高农业出口企业的“含金
量”“含绿量”，也有利于延长
农产品产业链，形成集群效
应，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农
业企业抢抓机遇，紧跟国际标
准，在产品生产、包装、储运等
方面优化提升，赢得了美誉。

今年，上海海关出台促进
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  
项措施，第一条就是进一步提

升鲜活农产品通关效率。建立空运鲜活农产品
通关“绿色通道”，对部分鲜活农产品实施 x  
小时预约查验，原则上“优先检测、快检快放”。

企业实干、政策支持、通关便利，为农产品
出海按下“快进键”。着眼未来，要持续提升产
品质量和安全水平，不断增强上海农产品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力。也期待有农产品出口龙头企
业“挑大梁、聚合力”，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提升
农产品出口附加值，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让“沪
味”香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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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创新
是从零开始的探索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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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不断高质量发展，各类孵化

器、创新创业园区、众创空间持续生长。在这里，从技术、人才

等创新要素，到政、产、学、研、资、创等各类要素汇集，并且互

相“适配”而形成不断优化的生态；科技企业萌芽、生长、壮大，

不断转化为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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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要素汇集成创新生态
“新质生产力本质要回应和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令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天

我们看到这股力量来自科技创新企

业。”张志刚说。但是汇集在大学里的

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和能力如何才能

充分发挥，成为真正的生产力？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志刚曾经

参与上海交大的成果转化和双创探索，

他深切地感受到，要让一个项目“生长”

起来，必须有丰沛的生态，仅靠大学一

方动能有限。因此，初始的零号湾全球

创新创业集聚区就落地在大学外侧，由

上海交大、闵行区人民政府、上海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建设。

如今大零号湾已集聚政、产、学、

研、资、创等各类要素。更令张志刚欣

喜的是，各方带着共识和期待，适应性

地调整自己加入这片土壤，各自找到定

位，以松耦合、宽泛、不断优化的协作机

制，形成“付出-收获”的价值闭环。各

种“化学反应”发生，形成把创新要素

转化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工具或载

体，最终催生出一个又一个适应未来

产业场景和解决当下产业和社会问题

的科技创新企业。他觉得，“这就是生

态的力量。”

催生“高浓度”新质生产力
零号湾1号楼中庭的品牌墙越来越

丰富。最早入驻的易校信息由90后创

业团队实现无代码系统搭建，在数字化

转型升级的浪潮中为企业提供个性化

解决方案和产品。从第一款产品、第一

位客户起步，到今天业务已覆盖全国34

个省市地区服务制造、零售、互联网、工

程建筑等领域，超百万个企业和组织用

户。近期，易校信息的无代码平台“轻

流”还登上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公布

的《2023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产

品和解决方案名单》。

创业热土上不仅有周边大学师生、

校友创业，还吸引了许多心怀理想的创

业者慕名而来。例如在硅谷从业多年

的软硬件专家来到这里，创立上海泰则

半导体有限公司，致力于研发全新架

构、专为AI训练设计的高性能芯片，打

造完整的软硬件一体化系统，短短几年

已获得多轮融资并发展成行业中颇具

影响力的企业。

除了易校信息、泰则半导体，还有

致力于脑机接口技术落地的念通科技、

服务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机器人企业飒

智智能、国内高端装备数字化服务提供

商航数智能等企业。近千家科技型企

业从这里孵化，服务系统里有专门管理

“上墙”工作的区域。“一号服务员”和同

事们从不为这些企业归类，“真正的创

新是从零开始的探索，我们只需要为他

们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

现在，零号湾连同“环上海交大、华

东师大”约1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拓展

为“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除

了大学还聚集了航天、航空、船舶、核电

等10余所科研院所，22家国家级研发机

构、152家市级研发机构、46家外资研发

中心，以及4000余家硬科技企业。大零

号湾与张江、临港一起成为上海首批未

来产业先导区。就在本月，市十六届人

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上海市科学技术

进步条例》里，“大零号湾”与张江科学

城比肩，被明确列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

重要承载区。

产业迭代“湾区”迸发活力
若干年前，老闵行承载着国家工业

重器制造重任，每逢上下班，1号路人流

涌动，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

锅炉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等万人大厂

必须让员工错峰上下班。潮起潮涌，时

代为城市翻开了新篇章，从江边一路往

北处处能见新气象——闵行滨江建起

了步道和文化休闲驿站；去年江川街道

图书馆变身大零号湾图书馆，在上海

271家街镇图书馆中拿下第一；江川体

育场升级为大零号湾体育活动中心上

周开馆，增加运动设施，增建了地下停

车场；剑川路地铁站旁的商场也人气满

满，新地铁线路也将从市区通达；闵行

区科委搬进大零号湾科创大厦，一站式

政务服务大厅在此落户；从零号湾横穿

剑川路到大零号湾科创大厦，新设人行

横道线；纵向的横泾港架起了漂亮的人

行桥，联通园区楼宇，咖啡馆也越来越

多……

最近，张志刚要搬家了，即将住进

河东小区科创湾公寓。这个黄浦江边

上的老校区抽户腾挪出5栋居民楼，改

造为设施俱全的公寓，租赁给“大零号

湾”科创人才安居。“以后我就步行上下

班，从零号湾办公室沿着横泾港的河边

步道一直走到江边就能回家。3公里，

正好锻炼身体。”

从剑川路沧源路的几栋楼，到“黄

浦江第一湾”环抱的区域，“湾区”继续

肉眼可见地生长着。“大零号湾已经初

步形成良好生态，未来要发展成新质生

产力的最好场所。”张志刚对未来很有

信心，“今天我们已经能看到、感受到，

基础设施提升了，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改

善了，这是先进生产力推动的城市的样

子，以后还会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易蓉

关 于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探 索 与 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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