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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南京路邀老伙伴开心白相
黄浦区“乐龄时尚消费街区”上午启动

24日，一场别开生面
的“圆桌会”在普陀区举
行。围绕“苏河水岸未来
怎么建”这一核心议题，20
位来自社区、企业、学校、
社会组织等不同领域的市
民代表，与市发改委、市住
建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
人民建议征集办以及普陀
区20余家职能部门负责
人围坐一堂，畅所欲言。
这是普陀区为编制“十五
五”规划举办的苏河水岸
规划专场市民圆桌会，也
是市区联动开门编规划的
一次创新尝试。
年初，普陀区通过线

上问卷向公众征集“十五
五”规划建议，民生版问卷
已回收近万份。企业版问
卷也已通过“上海普陀”微
信公众号及“一网通办”企
业专属空间发布。此次圆
桌会，正是从踊跃报名的
百余名市民中，邀请代表
进行线下深度交流。
“在半马苏河散步时，

真希望有杯咖啡能‘飞’过
来！”长三角智慧城区低空
经济联合会秘书长王佳关
于“低空配送”的设想，引
发了现场共鸣，她建议构
建5分钟低空响应网络。
自媒体人张铭磊观察提议
改造老仓库为文创空间或
滨水商业。华东师大申悦
教授则建议滨水空间按人
群需求“分时复用”，比如
白天做“社区客厅”服务老
人，晚上变文化市集吸引
年轻人。“饿了么”骑手培
训师宋增光提到雨天过河
天桥易打滑，呼吁增加防
滑措施保障行人安全。
此外，和鹭赛艇CEO

陈珊、浪潮数字科技贺丰林、盛京再生资源王
国敬、同济大学张建国工程师、居民施珍妮等
也分别从做强水上赛事、VR重现历史、智能
公厕保洁、无障碍环境建设、引入小众设计业
态等角度贡献智慧。
面对58条充满热情的市民建议，职能部

门积极回应。普陀区建管委主任林哲表示：
“‘十五五’期间会进一步推动已建成的驿站
功能提升、无障碍设施完善和水环境治理。”
市人民建议征集办主任盖博华感慨：“大

家视角多元，但对‘苏河更美、普陀更好’的热
爱是相同的。苏河建设一直尊重民意，未来
更要听大家想法，相信好点子会落地。”
普陀区委书记胡广杰表示：“58个问题，

能解决的马上就办，后续还会继续推进，要件
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本报记者 解敏

一朵花如何带火一个乡村？今年6月，
2025第二届“乡遇东厍”绣球花节刷爆朋友
圈。满山乡遇是沪上首个绣球花主题乡村
文旅IP的创立者，负责东厍村整村运营。“一
场绣球花节，激活一条消费链，让游客从打
卡变为常客。”昨天，满山乡遇创始人白俊熠
在“科技兴农 青新浦绘”2025年农业招商推
介会上透露，两届活动共吸引了超10万人次
到达东厍村，话题曝光量过千万。
记者从青浦农业招商会上了解到，聚焦

“一粒米”“一棵菜”“一枚果”“一条鱼”“一枝

花”等主导产业，青浦区积极布局“农业+、文
化+、民宿+”产业赛道，致力于打造“高效、绿
色、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高地。当天，26
个农业重点项目在推介会现场签约，意向投
资总额达20.33亿元，涵盖智慧农业、种源农
业、设施农业等多个领域。
据介绍，2024年，青浦区农业招商项目到

位资金达28.2亿元。当前，青浦区正致力于
打造示范区乡村振兴新标杆，发展高端、精品
和品牌农业，同时规划了2个现代设施农业片
区，集聚优势资源，持续提升产业承载力和品

牌影响力。进博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新城建设等重大战略任务在
青浦叠加交汇，也为青浦现代农业发展按下
了“加速键”。记者获悉，市农科院将与青浦区
在科技协同创新、产业科技支撑、协同人才培
养、优化科技服务等四个方面持续加强交流
与合作，紧密链接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架起
科研院所与农业企业、与区域发展的桥梁。
活动现场，国内首份氢农业白皮书——

《中国氢农业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
本报记者 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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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个重点项目签约，青浦现代农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办一场绣球花节 激活一条消费链

本报讯（记者 曹博文）昨天，2025年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对接转化大会在
杭州举行。会上发布的G60科创走廊2024年
度《协同创新发展指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指
数》显示，九城市正加速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
升级“双引擎”驱动格局。2024年协同创新指
数170分，较2018年提升70%；产业高质量发
展指数达187分，较2019年增长87%。

● 从“自身进步度”看 G60科创走廊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8年的1.6万家跃升至
2024年的5.9万家，研发投入增长82.4%。围
绕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已初步构建“星、
箭、端、网”全链条生态体系。

● 从“长三角支撑度”看 在区域协同方

面，九城市共建16个产业联盟、15个示范园
区，形成“联盟+基地+园区+基金+平台”的跨域
合作体系。第六届科技成果拍卖会成交额首
次突破120亿元，累计交易额超300亿元，有效
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

● 从“全国贡献度”看 在全国科技创新
版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截至2024年底，九
城市贡献科创板上市企业119家，占全国总量

逾20%；集聚外资企业数量约占全国近10%；
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国比重达8.5%。

● 从“全球参与度”看 G60科创走廊以
全球万分之六的城市规模创造了全球3%的
科技成果和3.10%的领先企业数量。

2024年，九城市GDP总量达9万亿元人
民币（约1.27万亿美元），超越荷兰，位居全球
第17位。按制造业增加值推算，G60科创走

廊对全球制造业的贡献约为2.2%。雄厚的创
新资源夯实了产业根基：G60科创走廊区域
国家级孵化器数量占全国13%，发明专利授
权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占全国10%。
九城市共有48家企业入选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单，占全国14%；区域上市企业占全国14%，
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占比超过全国五分之
一，彰显了“硬科技”企业的强劲成长力。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成绩单”出炉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6年增长82.4%

■ 今天上午，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乐龄时尚消费集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今天，在中华商业第一街南
京路步行街，黄浦区“乐龄时尚消
费街区”正式启动，银发科技、银
龄生活好物、老字号美食、居家适
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旅居康养、
养老金融、银发旅游等，共同构
建“吃喝玩乐游购娱”银发消费
新场景。

乐享银龄潮趣黄浦
本月23日至25日，以“乐享银龄·潮趣

黄浦”为主题的2025年上海市银发生活节全
市首场巡展来到南京路步行街。三天来，第
一百货商业中心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六合路
上“乐龄时尚消费集市”人气十足，既点燃老
伙伴们的消费热情，也吸引年轻人驻足。
“乐龄时尚消费集市”涵盖吃喝玩乐游购

娱，共涉及37个品牌商户，44个集市摊位。老
年朋友选购商品、畅享服务，还与商家探讨银
发经济未来发展，市集成为连接服务与需求
的暖心桥梁。第一百货商业中心B馆3楼中
庭还有“第一银铃秀”，精彩纷呈的表演轮
番上演。第一百货商业中心A馆7楼，沪上
首个商业企业自营的银发主题体验空间——
“百联繁花里”更是让老年消费群体感受到城
市商业的温暖。今年4月，百联股份前瞻性
地响应“50+”群体多层次生活需求，通过“线
上线下”个性化、定制化、场景化，结合创新优
质商品与服务，设计了“服务类、消费类、活动
类”三大产品，努力为老年消费者打造一站式
银发主题体验空间。

银发经济标杆区域
乐龄时尚消费街区，为何落户南京

路？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深、消费市
场最活跃的超大城市，黄浦区作为上海的
心脏、窗口和名片，兼具老龄化服务底蕴与
商业创新活力，成为银发经济创新试验的
标杆区域——

● 历史底蕴与情感共鸣 南京路步行街

承载着上海百年商业文明记忆，是上海长者
世代生活的情感地标。永安百货、邵万生南
货店等老字号商铺见证城市变迁，形成独特
的“怀旧经济”磁场。这种集体记忆与情感联
结，使南京路天然具备吸引老年群体高频消
费的基础。

● 商业生态与适老场景 作为国家级示
范步行街，南京路拥有多元业态矩阵：从第一
医药商店、吴良材眼镜等民生服务标杆，到亨
达利钟表维修、老凤祥银楼、冠龙照相馆等传
统技艺守护，再到新雅粤菜馆、沈大成等老
字号焕新品牌，已形成覆盖健康监测、生活
服务、餐饮食品、银发社交的全链条服务生
态。“老字号+新零售”的业态组合，为银发
经济场景创新提供天然实验室。

● 流量入口与示范效应 在年客流量超
2亿人次的顶级商圈，南京路步行街既是本
地老年群体的日常消费枢纽，也是展示银发
经济创新成果的“城市橱窗”。通过联合丰

富商业体资源，可快速形成“政策引导—市
场响应—社会参与”的良性循环。

“三个友好”特色街区
环境友好、服务友好、消费友好，是南京

路乐龄时尚消费街区的鲜明特色。
今天发布乐龄时尚消费街区伙伴计划显

示，由区民政局、区商务委牵头，会同上海养
老产业促进中心、百联股份、新世界集团以及
属地外滩街道和南京东路街道等合作伙伴，
营造适老友好消费场景；通过营造无障碍适
老空间，配备银发好物推荐官,不断优化适老
服务，让长者消费更实惠、更安心、更便捷。
今后，新雅粤菜馆、第一医药商店、老

凤祥银楼、上海书城……10个银发友好商
户合作单位旗下13家品牌商户，作为首批
加入“黄浦区银发消费友好商户合作单
位”，将持续为乐龄时尚消费街区提供更多
更优服务体验。 本报记者 姚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