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 2010年到青浦的， 从此就和青浦新城

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梦想是让青浦人住在公园里，因为全程

参与了环城水系公园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工
作， 我亲眼见证了这个切实提升了周边 60多个

小区居民生活品质的项目从无到有的过程。

环城水系公园贯通了， 我的梦想才刚刚开

始。目前，环城水系公园三期建设已经启动，我们

应该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以打造江
南风韵的新江南水城为目标，发掘新城的城市文

化，打造有有辨识度的城市。

在我的想象中，海绵城市建设是青浦新城未

来的必选项，在这里，通过实施海绵城市战略，小
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清水岸绿、鱼翔浅底，水城

融合；公园城市实践是可选项，在这里，通过新城
核心区 27条河道串联绿地形成覆盖全城的大系

统，将构建新城的基于水岸开放的慢行系统；特色
街区风貌是应选项， 老城厢的复兴和特色街区的

打造是重点，咖啡馆、漂亮的书店、温馨的花店、冒

着烟火气的夜市，都将是新城的“温度”所在。

还有，我们提出了重点打造上达河产城融合

区的设想，提升该区域建设强度，重点打造 1平

上海青浦新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张浩

小雨不湿鞋
大雨不积水

■ “青浦建城五百年档案史料展”即将开放

    青浦的故事可以从流淌千
年的泖河说起， 也可以从藏在
地底下的青龙镇说起。 但如果
说到青浦的根， 或许就要从青
浦设县说起。 明嘉靖年间县衙
所在的老城厢， 正是如今青浦
新城的核心区域所在———青浦
人心心念念的古城墙， 便是他
们关于青浦最原始的记忆。

青浦县始建于明嘉靖二十
一年（1542年）， 县治青龙镇，三
十二年（1553年）废县。 万历元年
（1573年）复县，选定唐行镇（即今
青浦老城区)为县治。 古城墙的故
事由此展开。 万历二年（1574

年），知县石继芳主持营建青浦城
墙。 春去冬来，民众不召自来，竭
诚效忠。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是
年冬，一座高大坚实的城墙告成。

青浦古城墙共有 6 座城
门，分别为镇海门、艮辰门、观
宁门、永保门、来苏门、拱辰门，

每座城门皆分为旱城门、 水城
门。 古城墙自营建起，便历经雨
旸风露、兵灾人祸。至解放初期，

近 400年历史的青浦古城墙损
毁严重，部分坍塌。1958年，古城
墙被拆除，不复存在。

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青浦镇加快
发展速度，镇区范围不断扩大，老城区周围新建
起大批居民住宅和商店、学校、医院、车站等。老
城区也通过改造，旧貌换新颜。 2000年 1月，青
浦撤县建区， 开发建设新城区、 保护改造老城
区， 努力打造滨水花园城市的新城建设发展规
划进入实质性启动。 2004年 3月，青浦镇建制
撤销，原青浦镇分设成盈浦、夏阳两个街道。

2013年《上海青浦新城（淀山湖新城）总
体规划修改（2009-2020）?获市政府批复后，

历届区委区政府坚持“产城一体、水城融合、江
南风韵”理念，持续推动新城发展。 近年来，青
浦新城始终着眼于品质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形成“三轴、四区、五心”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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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至老通波塘、南至沪

渝高速、西至淀山湖东岸、

北至沪常高速，规划总面积

92 平方公里便是青浦新城

的所在。

作为青浦区行政文化

中心，青浦新城是“襟带”，

本质上是为了解决青东、青

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

今，随着两大国家战略在青

浦落地，青浦新城也肩负新

的使命。产城融合、水城融

合、城乡融合、人民城市示

范点……在新一轮的发展

规划中，青浦新城将成为代

表青浦的未来之城。

本报记者 毛丽君 文
本报记者 孙中钦 徐程 图

■ 环城水系步行系统将万寿塔与青浦老城、

商业空间三个地块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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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浦新城的优势，首先在于区位优

势：襟带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和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既贴近长三

角交通枢纽的中心位置，充分借势虹桥
的进出便利及商务总部功能的辐射服

务，充分利用上海中心城市势能，也能更
好服务和对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其次，新城相对拥有较为完善的城

市配套设施和政务服务体系，相对上
海市中心，开发密度不高，也预留了较

好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有利于奠实上
海的实体经济的基础，增强制造业的

地位和体量。
未来青浦新城的发展，将面临的

问题？
第一，周边竞争非常激烈，嘉善、松

江、吴江等产业发展方向有较大的同质
性，如何寻找和确定青浦在上海五大新

城乃至都市圈中的分工定位和特色优
势，具有较大挑战；

第二，在市和区权力架构的关系，新
城的区域性基础设施配套等，有赖于市

里的统筹安排，如何能够增强新城发展
动力，也是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第三，生态绿色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对青浦的发展既有可能带来健康生态环

境和吸引新产业的优势，如华为的进入，
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

青浦大量的空间水网密布、地势低

洼。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水环境质
量的问题，不能协调开发与保护的关

系，一旦出现开发引发水生态环境的恶
化，就有可能带来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

题。因此，无论的科技项目开发还是住
居项目落地，都要把水生态系统完整性

稳定性和健康良性循环，作为重中之

重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水

景观水空间营建，好风景不见得是好生
态，可能维持不了几年。更重要的正确理

解水生态系统健康，按照科学方法推进
水生态系统保护、建设、维护和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提升，维护非常重要。

青浦区委书记 赵惠琴

新使命 联动两翼 率先崛起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 陈雯

新优势 绿色发展 健康生态

    记者：青浦新城在青浦的发展中，有

着怎样的定位？

赵惠琴：青浦新城是地区的行政文

化中心，在“一城两翼”中发挥着“襟带”
作用，也承担着门户城市对外服务的重要

职能。要立足“服务示范区、辐射长三角”
的大局，担负起“联动两翼、率先崛起”的

新时代新使命。要率先打造上海之门新形

象，努力成为上海的城市副中心、示范区
的主城区和长三角的枢纽地。

记者：“率先崛起”主要体现在哪些
方面？

赵惠琴：要率先打造智能制造新高
地，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产业化和城

市化、高端化和价值化相融合。要率先
打造产城融合新典范，推动空间融合、

产业融合和功能融合，加快对接布局
“四大核心”功能。要率先打造人居品质

新标杆，统筹考虑生态环境、商业配套、
公共服务、空间品质、文明风尚等要素，

不断提升新城的宜居指数。要率先打造
智慧城市新样板，通过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手段，积极推进城市治理现
代化。

记者：如何将这张蓝图变成现实？

赵惠琴：关键是要以党的建设为统

领，紧扣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这
条主线，在党建统领城市治理的大框架

下，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 要统筹好城市更新和产业更新

坚持点面结合推进旧区改造，加快推动
工业园区全面升级，分类推进城郊融合

型和点上示范型乡村振兴，抓好城市治

理的系统工程，进一步激发新城的生机
活力。

■ 要统筹好环境升级和服务升级

环境整治要注重常态长效，生态建设要

注重功能融合，公共服务要注重提质增
能，努力把服务有机嵌入环境，把环境打

造成为服务的“名片”。
■ 要统筹好城市空间和社区空间

公共空间要更好地体现人文温度，建筑
空间要更好地彰显文化品位，社区空间

要更好地提升管理品质，坚持以人为本

提高各类空间的舒适性、友好性和功能
性，彰显“上海之门”的城市形象、文化内

涵和人文特色。
■ 要统筹好科学赋权和科技赋能

加强服务与资源的联动、管理与授权的
联动、智慧与数据的联动，科学整合管理

服务功能，合理优化权力责任配置，有效
加强数据网络支撑，让基层真正有权、有

责、有能。
■ 要统筹好内部协同和外部协作

着眼于全面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
局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全

局，进一步加强“一城两翼”协同、发展管
理协同和示范地区协作，共同做好“青中

率先崛起”这篇大文章。

产业引领谋布局

五大产业对标未来发展
如果新厂房后期工程、调试推进顺利，今

年 4月，陈欣怡将见证公司的第五次搬迁。这

一次搬迁，对于公司来说，无论是产能还是产
值，都将是一个“能级”的提升。作为公司元老

级员工，陈欣怡经历了上海上药杏灵科技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杏灵公司”）几十年的发

展变迁。此时，他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说起当初落户青浦工业园区，杏灵公司党
总支副书记李蓉蓉说，原因很简单，“为了生产

基地”，10亩地外加厂房改建时一系列的支持
政策，让他们毫不犹豫地来到了这里。“我们搬

过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里有一天会成为生
物医药企业的聚集地。”

作为青浦新城生物医药企业的代表之一，
从 2013年至今，杏灵公司的发展有目共睹。凭

借公司对两大支柱产品———银杏酮酯和人工
麝香原料药的高标准生产要求，依托张江研发

中心的后期研发，杏灵公司不断拓展市场，
2019年，公司成为青浦工业园生物医药企业亩

均产值冠军，随之而来的，老厂房产能明显不
足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

2018年，在距离老厂房 20分钟车程的华
青路 1991号，杏灵公司新的生产基地奠基———

这个占地 64亩左右、投资 5.8亿的新公司，将
满足他们未来 7年的生产需求。更值得一提的

是，在他们周边，辰光、赛伦、宝龙、绿谷等一大

批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军企业聚集，作为青浦新
城“十四五”期间着力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之

一，这里已初步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并将把创新优势向产业转化。

在李蓉蓉看来，生物医药企业的集聚或许
会有竞争，但更多的是资源共享、互相学习借鉴

的机会，是未来的聚集效应带来的全球优势配

置优势，是产业链完善以后更好、更便捷的市
场，或许这就是这一次的搬迁之所以让人期待、

憧憬的理由。
上海的新城建设如何打造经济发展的增

长极？在青浦新城的发展规划中，产业的引领
和带动尤为重要。据介绍，包括生物医药产业

区、氢能源产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区、综合保
税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等在内的产业创新园区，

将是青浦新城“十四五”期间重点发展区块。这
些适应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

局，将成为青浦未来在智能制造发展上的无限
潜力。而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青

浦新城作为一体化示范区主城区、长三角枢纽
地，产业的发展也将为青浦未来从平台经济走

向枢纽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水城融合真受益

在社区看见“幸福”的模样
因水而生、依水而建的青浦，面向未来的发

展，势必要做好“水”文章。

而说起青浦新城和水相关的故事，“十三

五”期间投资最大的民生工程———环城水系公
园无疑是最热门的话题。在这个由淀浦河、油墩

港、上达河和西大盈港等四条共约 21公里的骨
干河道围合而成的约 24平方公里区域，是青浦

新城的核心区，这里有“十四五”规划中的新城
中央商务区和老城厢更新实践区，更集聚了青

浦区 36万居民。

环城水系公园，是青浦独有的、专门为青浦
量身定做的生态环境治理的标志性工程。43公

里的滨水绿道、近 3000亩的滨水开放空间，有
休闲运动场所、有骑行道、有步道、有驿站、有图

书馆……历时 3年多，环城水系公园在 2020年
的第一天全线贯通。

家住赵巷镇青湖轩小区的薛春荣便是受
益者之一。随着环城水系公园全线贯通，这个

走过去只要几分钟的开放式公园，是薛春荣几
乎每天都要去打卡的地方。以前都乱糟糟的河

浜，如今完全变了模样，景色宜人，夏天有凉
亭，冬天有图书馆，他总能在北淀浦河畔找到

自己的乐趣。
而这仅仅是薛春荣的“幸福源泉”之一。

2014年，薛春荣从崧泽村搬进青湖轩小区，在
这个位于青浦新城东部的大居里，开始了全新

的生活。
“以前买个菜、看个病、到银行取个钱都不

方便，现在这些事情在家门口就能办好了。”和
原来村子里的生活相比，大居各方面的配套有

了很大的改善。即便是有出行的需求，公交就在

书记专访

我有一个新城梦

■ 市民登上水城门城楼登高望远

小区门口，坐个环线就能到地铁站。对 71岁的薛

春荣来说，这些都让他幸福感满满。
如果非要说还有需要些什么，就只能说小区

的老年活动空间有点小，平日里老人多有些吵；助
餐点还没到位，想图方便不烧饭的梦想尚未实现。

事实上，薛春荣的这个“梦”，相对于青浦区正在试
点推进的“幸福社区”建设来说，只是很小很小的

一部分。

“社区承载着居民高品质新生活的愿望。‘幸

福社区’将努力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佳实践范
例。”在青浦区委研究室主任朱加军的介绍里，酝

酿了两年的“幸福社区”，将颠覆传统的综合治理
模式，给予老百姓的福利是实实在在的。

社区将成为政务服务、事务办理、老人助

餐、日间照料、看病配药、医疗保健、文化休闲、
亲子活动、快递服务等“集成化”的服务综合体；

超市、便利店、标准化菜店等零售网点的设立也
将向企业开放；“数字”概念将融入其中，一朵

“幸福云”把各种服务用数字化的方式延伸到老
百姓的手上，只要居民有需求，服务端口就可以

向相应的服务商开放……这些让人充满期待的
场景，已经不是设想，在青浦区今年计划推出的

20个幸福社区中，薛春荣所在的小区就是其中
一个。

如今，青湖轩大门入口处近 800平方米的“社
区服务综合体”已经初见规模，打破了传统居委会

柜台式布局的设计，这里更像一个社区会客厅，而
在青浦新城，这样的“幸福社区”至少还有 6个，让

社区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幸福源泉”。

方公里中央公园，长三角艺术中心，以及青浦综

合交通枢纽中心等。 我们希望上达河城市中心将
真正引领青浦新城“十四五”期间实现全面跨越

成高质量发展。

天气好的时候，我喜欢上班前先在青湖路上

兜一圈，两侧住宅灰、绿、红的搭配和谐而不单
调， 是我想象中最具江南水城代表性的色彩，也

是美丽街区建设中我最满意的一个案例。 每个人

心中都会有对未来青浦新城的设想，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 在我心中，青浦新城的未

来有无限的可能。

“生态智能”产业聚 未来之城 环水立

上海之门 国际枢纽

进击的新城

青浦故事

专家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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