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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松江新城探寻发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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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科创齐发力
走进松江新城产业园区，在海尔

智能工厂，洗衣机滚筒生产线利用“数

字孪生”技术，让每一个生产细节都可

云端追溯；在诺雅克高端电器智能工

厂，一系列定制化解决方案将绿色能

源科技赋能各行各业；在华道生物，记

者见到了治疗肿瘤的CAR-T细胞药物

生产设备。华道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

余学军说：“华道生物选择落户松江，

不仅因为松江聚集了科创企业所需要

的大量人才，更是因为在松江能更好

地将产业链辐射到长三角。”

产业发力是新城发力的核心，也

是内生动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是

牵引松江新城建设的强大引擎。在科

创走廊引领下，松江吸引了G60脑智

科创基地、低碳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

上海分析技术产业研究院等重大研发

平台入驻，集聚了海尔、正泰智电港、

顺络电子等先进制造业头部企业，新

质生产力实现加快布局。瞄准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

源、智慧安防等为代表的“6+X”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构建4个千亿级、若干

百亿级产业集群。吸引复宏汉霖、昊

海生科、奥星制药等生物医药项目陆

续建成投产，推动豪威半导体、正泰智

电港等高端制造企业落户松江。

打通新城“大动脉”
前不久，松江南站更名为上海松江

站，引起市民关注。如何让产业火热、

人气兴旺、撬动新城建设全面发力？答

案在交通。松江是上海西南门户，地处

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地带，拥有贯穿南

北、承东启西的战略区位优势。目前松

江枢纽建设正全面加速，预计年底建成

通车，预计通达长三角80%的城市，未

来年客流规模约为2500万人次。

在上海松江站施工现场，候车大

厅已经初具轮廓。沪苏湖铁路松江站

上海建工项目部副经理武安群告诉记

者：“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达70%，钢

结构施工完成，正昼夜赶工进行外立

面幕墙施工。”松江枢纽是由松江客运

枢纽和国际多式联运物流枢纽组成的

全市唯一高铁客货运“复式枢纽”。松

江区交通委交建中心主任范晓锋表

示，松江积极推进国际多式联运物流

枢纽建设，充分发挥松江区公路、铁

路、水运交通优势，推进高效低成本的

“公转水、公转铁、铁转水”。

品味新城“新生活”
在百年醉白池园林旁，云间会堂

文化艺术中心波浪状的屋顶，将传统

的松江味与时代风有机融合。松江区

文化馆、图书馆、文化资源配送中心也

落户于此。人文味溢满新城，这也是

新城“新生活”的一个侧面。

松江区新城发展管理办公室主任

陈龙表示，松江枢纽核心区、上海科技

影都核心区、广富林商旅文集聚区、中山

生态商务区、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5个

重点片区的打造，是提升新城环境，满足

市民更高品质生活需求的重要举措。

松江枢纽核心区规划定位为面向

长三角和全国的上海西南门户枢纽，

打造“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上海城

市副中心。上海科技影都核心区规划

定位为打造全球影视创制中心重要承

载地、上海文化大都市影视特色功能

区，目前已集聚了8000余家影视企

业。广富林商旅文集聚区规划定位为

新城北部的活力引擎+城市展厅。印

象城一期、二期联动将形成松江新城

商业核心地标，并有望成为上海最大

单体商业综合体，目前正在提升广富

林郊野公园、遗址公园功能业态，串联

打造银河滨水公共空间。仓城历史文

化风貌区规划定位为集文脉传承展

示、文化旅游体验、城市更新示范于一

体的旅游目的地和人文新地标。中山

生态商务区将成为集制造、研发、服务

多元功能于一体的产业社区。

此外，教育方面，推进“百年名校”

松江二中改扩建工程，推动上海师大

附中松江分校项目开工；医疗方面，加

快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加快推进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松江分院建设；生

态方面，实施华阳湖核心区绿化、松江

枢纽中央绿轴等项目。发挥首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特色优势，推动文化

旅游和生态建设深度融合。

九峰三泖，水美云间；人杰地灵，

齐聚茸城。松江新城将成为智汇松

江，宜居乐土。 本报记者 曹博文

“科创人文生态”成为三大亮点

随着上海“五个新城”的不断推
动建设，松江新城发展欣欣向荣，已
然成为一座人杰地灵、生态宜居、创
新引领、商机无限的现代化都市。“科
创、人文、生态”三张闪亮名片正不断
吸引着越来越多新松江人将梦想播
撒在这片热土……
昨天，记者来到松江新城，采访

松江新城建设相关负责人，实地探访
上海松江站建设现场、云间会堂文化
艺术中心和代表性企业，试图破译这
座未来之城发展的密码。

锚定科技前沿 上交会  日开幕
11项全球或全国首发新产品新技术将亮相

■ 俯瞰松江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日，上海市土地

交易市场发布今年本市第三批次商品住房用

地出让公告，共计4幅地块，出让总面积约

15.29公顷，起始总价84.21亿元。

本批次商品住房用地出让，是本市“沪九

条”出台后的首批土地出让，其中2幅地块位于

中心城区范围，1幅地块位于主城片区，1幅位

于新城。自该批次起，本市取消商品住房用地

溢价率10%的上限要求，成交地价由市场化竞

价确定，进一步提升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

本市住宅用地供应，注重市场评估研判，

根据规划实施要求和市场供需等情况，合理

把握区域规划时序和开发节奏、结构，充分考

虑存量房消化情况，以及周边基础设施、公共

配套、产业发展等条件，实现高质量精准供

地，推动住房高品质建设，着力提升土地资源

配置效率。

同时，按照推一批次备二批次的安排，前

期加强对各出让地块的具体出让条件、出让方

案的综合评估、市场预测、模型推演。在出让

前，规划资源、住建、房管、发改、财政、金融等

部门建立综合会商机制，在土地和住房供应

的规模、结构、价格、节奏等方面保持联动，逐

一地块进行研判，合理设定出让起始价格，对

市场热度较高的特定区域地块可经决策采取

差别化调控措施，在溢价率超过一定限度后转入摇号环节，

引导市场主体理性竞价。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第七届进博会昨天迎来倒计时

150天，筹备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6月6日，企业商业展已

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企业签约，展览面积已

达32.5万平方米，包括近26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第七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将设置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等

专区，其中食品、消费品、医疗展区签约面积已达到规划面积

的90%以上，其余展区也均已超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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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千展商已签约进博会

锚定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趋势，以“数链时

代，绿动未来”为主题，第十届中国（上海）国

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2024年6月12日

至14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昨天下午，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

上交会的筹备情况。经初步统计，28家企业

和机构将在上交会首发新产品、新技术，其中

全球或全国首发的有11项。

国内外领先技术参展
本届上交会秉承“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

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理念，设置主题馆、能

源低碳技术、数字技术、生物医药技术、创新

生态及服务五大展区，总展出面积为3.5万平

方米，汇聚了来自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及全

国19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近千

家，集中了一批各领域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

“重大项目突破是激发新质生产力的主

要抓手。”市商务委主任朱民介绍，本届上交

会将深度聚焦能源低碳、数字技术、生物医药

三大领域，设立新能源装备、绿色交通运输、

商用密码、大模型与服务机器人、嵌入式系统

与数字智造、医药科技、生物技术等七个技术

专区，着力围绕新质生产力主题，有效覆盖技

术贸易领域的产业新赛道和市场新增长点。

其中，商用密码、低空经济、嵌入式系统

等新兴领域展商将进一步加大展示面积、加

强展示引领性，相关展商达60多家；碳足迹

碳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农业种业等领域将

有20余个项目首次参展。

朱民表示，参展本届上交会的国际领先技

术有20余项，如全球首个深海风电与海洋牧

场养殖一体化设计项目、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

首套超大力值标准测力试验装置、我国自主

研发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重要部件系列增强技

术、首台国产掺氢燃烧大F重型燃气轮机等。

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岚介绍，今年是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六周年，上交

会还将设立长三角区域协同科创一体化成果

展示专区。

扩大技术贸易“朋友圈”
作为技术贸易领域的国家级、国际性、综

合性展会，上交会将充分发挥技术贸易平台

功能，支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把更多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新质生产力

提供展示和转化平台。

本届上交会将新增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科

创孵化机构、新兴行业协会、新建园区和相关

高校加入采购商渠道，重点邀请企业研发人

员、技术经理人、高校科研人员，据初步统计，

相关领域专业人员占已邀请观众比重的80%。

市科委副主任翟金国表示，本次上交会

将通过线上线下、展览和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展示国际国内2000多个待转化的创新成果、

500多项待解决的企业创新需求，还将组织

100余位技术经理人、10余家专业服务机构

现场提供服务，欢迎前来交流接洽。

本报记者 张钰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