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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链打通产业链创新链
    当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逐渐加速，如何提升一体化发展质量成为沪苏浙皖协同

发展的新命题。 日前，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峰论坛在安徽合肥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学者专家共同分享和交流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和经验。

点

热热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的快速推进， 地区间宏

观层面虹吸效应显现， 这有助
于提升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

聚、匹配效率，但对于相对欠发
达的地区， 如何应对区域经济

增长中带来的虹吸效应， 如何
制定科学的应对策略成为当前

迫切面临的难题。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 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范剑勇指出， 科技创
新在源头上从来都是外生的，应
对区域经济增长中带来的虹吸效
应， 各地需要有选择性地引入新
兴产业， 更需要以外生方式引进
新兴产业的科技人才。另外，要进
行标识性的改革举措， 实施分税
制改革需要在省级以下政府层面
深化试点工作。

“要超越旧制造线性纵向产

业链的思维， 建立新制造非线性

横向的网络型产业组织新模式。

以数据链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创
新链。 形成一个共有价值的产业

生态系统。 ”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执行
院长、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长
三角一体化专委会副主任段进军
认为，企业的扁平化、网络化、平
台化、 跨界化这些趋势必须通过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和跨区域创新
生态系统来支撑。 必须加快长三
角一体化进程。

“长三角城市网络与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互为因果。 产业链空

间网络的形成得益于区域一体
化。 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 由分

享、匹配、学习带来的空间外部性
越强。 产业链空间网络演化与区

域一体化发展相互促进， 互为因

果，可以形成循环积累效应。 ”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
授、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长三角一
体化专委会副主任石敏俊强调，

长三角产业链空间网络演化呈现
出适度分散和相对集中的 “大分
散、小集中”特征，空间融合深化
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要义。

“开放发展是集聚区建设的
未来， 产业培育是集聚区建设的

落点， 科技创新是集聚区建设的
动能， 平台构建是集聚区建设的

基础， 要素保障是集聚区建设的
支撑， 落地执行决定集聚区建设

的实效。 ”

———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殷宝平表示， 安徽省将抢抓

重大战略机遇， 用足用好国家促
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
若干政策措施， 认真落实皖北承
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实施方案，健
全推进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优化
营商环境， 着力培育承接产业转
移的新高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增长极。

“更高质量的一体化是发展

机制、动力和效率都发生深刻变
革的区域一体化。 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 应深度融入新一轮科
技与产业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

命， 广泛引入智能化新因素，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
量发展。 ”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

问、 长三角一体化专委会顾问程
必定提出， 走智能化道路更加符
合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实际， 智能
化同时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独特优势。

“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主体

是企业，推进主导是政府。政府的

全部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营造更好的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
长、 长三角一体化专委会主任韦
伟认为， 好的营商环境是竞争有
序的市场体系、 健全完善的法治
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宽松
自由的创新环境、 坚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和稳健灵活的金融体系。

好的营商环境， 可以让创业主体
更加活跃，创造激情充分发挥，使
它们积极主动投入促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进程。

吕倩雯 曹博文 整理

“天军”助阵红色地标焕新生
    2021 年 6 月 25 日，又新印刷所旧址、中共上海区

委党校旧址这两处红色旧址，还原了历史原貌，向公众

试运营开放。看着人来人往的参观者，上海先为土木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

天军心情激动。 此前， 是他和他的先为公司 “先行一

步”， 成功对两处红色旧址分别实施了应急抢险平移，

为后续的修缮保护施工创造了条件。 堪称“天军”的先

为公司成立十几年来，“主打”建筑平移顶升工程，先后

完成了全国各地的几十个重大建筑平移及桥梁顶升项

目， 尤其是对又新印刷所旧址这样的红色建筑平移工

程，尹天军更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 尹天军

红 色长三角红

  知名建筑起步

从此一炮打响
1977年出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当涂县的

尹天军，2000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打

拼，这个学土木工程设计建设专业的优秀

毕业生参与的第一个平移工程，就是大名
鼎鼎的上海音乐厅平移与顶升。

上海音乐厅建于 1930年，是当时上海
的一流电影院，1959年改成音乐厅。2002

年，上海音乐厅因为涉及市政改造，需要进
行整体平移顶升。作为当时上海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建筑平移工程，上海音

乐厅平移顶升的难度非常大。尹天军参与
了方案设计并在现场担任施工技术部主

任，在施工过程中，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
在平移顶升时，又出任总指挥助理，辅助总

指挥指挥。
2003年 6月 17日，经过 200多天的努

力，上海音乐厅平移顶升工程告捷，建筑被
升高了 3.38米，向东南方向平移了 66.46

米。尹天军也因此“一炮打响”。

被称作“天军”，先为公司可不是浪得
虚名。这些年来，梅林正广和办公大楼平移

工程、大同展览馆平移旋转工程、安康苑建
筑群平移工程、黄浦江上游横潦泾大桥整

体顶升工程、昆山吴淞江大桥整体顶升工

程、松浦大桥顶升改造工程等重大建筑平

移及桥梁顶升工程，都是先为公司承接完
成的“杰作”。

尹天军先后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
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华夏

建设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公路学会科学
技术一等奖，建设部国家级工法等奖项。

一天“6次”平移

创下两个第一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一些

红色历史建筑需要通过平移修缮保护，重

现“原貌”，发挥更大的作用。
地处黄浦区的又新印刷所旧址、中共

上海区委党校旧址，就是其中的两处。2020
年，上海启动对这两处旧址的修缮保护。考

虑到修缮施工中受基坑围护施工影响，房
屋建筑有结构加速变形的可能，黄浦区对

两处建筑采取抢险平移后保护修缮的方式。
艰巨的平移重任，落到了先为公司的

头上。尹天军到现场察看后发现，房屋内部
结构损坏比较严重，“平移前，既要对其进

行临时加固，使其在平移时安全牢固，同时

又要对其外立面等进行保护，让其保留原
有的面貌。”

尹天军和同事们经过多次分析研判，
决定创造性地采用一种可逆式压型钢板全

包裹加固法，这样，既可保证平移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又能对房屋的原貌进行保护。
去年 10月 15日，两幢建筑在一天内

平移了“6次”，并安全平移到位，创下了平
移建筑上的两个“第一”。

负责两处旧址总体修缮工作的永业集
团副总经理赵越莉解释说，一个“第一”，是

在同一天内同一场地平移了两幢建筑；另

一个“第一”，是同一地块实施两种方式平
移，一种是直接平移到位，一种是为让位于

其他建筑而采取的“华容道”平移的方式。

四项技术攻关

三步红楼换位
去年 10月，先为公司又担负了一项新

任务，对黄浦区 160街坊保护性综合改造

项目中的红楼进行平移，临时迁移至东侧
位置，待原位置处的地下室建设完成后，再

将红楼建筑回迁至新址。项目地块内现存 2

栋历史建筑，一栋为“老上海市政府大楼”，

是开国元帅、上海市老市长陈毅办公所在

地，属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作为历
史风貌建筑的红楼，1949年上海解放时，新

旧政权曾在此交接。
红楼平移工程是目前上海面积最大重

量最重的砌体结构平移工程，红楼基础埋
深浅、墙体厚、外立面保护部位多，针对上

述难点，尹天军首次采用 4大技术攻关，即

变截面托换技术、抬梁交叉托换技术、空间
加固技术和全自动实时监控技术等，分 3

步进行，第一步整体向东平移 32米至中间

位置，第二步在中间位置整体顶升 0.421

米，第三步待小红楼原位置地下室建造完

成后，再将红楼建筑回迁至新址。到今年 1

月，已完成第一阶段平移。

静安区山海关路 387弄 5号，是当年
中共淞浦特委办公旧址，上海市政府决定

对此处建筑进行整体动迁，修缮保护，腾出

的地块用作建设上海自然博物馆、城市绿
地和雕塑公园。尹天军参加了平移方案的

规划设计。如今，这处临近山海关路的红色
旧址，身处绿荫的环抱中，周边有自然博物

馆、雕塑公园，环境优美。
“我从事建筑物平移、桥梁顶升的设计

与施工已有 19年，中间也遇到过很多困
难，承受过很多压力，还曾想过离开这个行

当，但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了！”谈到
干事业的体会，尹天军表示，“只有长期专

注于某一领域，才可能出成果，才可能成
功。”这位来自马鞍山的同济大学硕士生导

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非常感谢上海给
他提供的发挥才干的大舞台，“只要上海的

建设、长三角的发展有需要，我会一直兢兢
业业地做下去，力争越做越好！”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红楼平移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