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势才能快奔

一夜降温，滴水成冰。驾车穿行于冬日宝山街

头，却能感到春潮涌动般的生机与活力。

在距离人民广场15公里的宝山南大地区，总

面积高达629.80公顷的土地已经拆平，成为上海

外环内面积最大的待开发区域。十年磨一剑，这块

曾经最脏最乱的区域终成“一张白纸”的时刻，恰

好踏准了宝山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起步的节拍。

天时地利人和，一座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

南大智慧城正在崛起。目前，总投资近400亿元的

52个项目集中启动，上海（宝山）科创金融服务中

心、合成生物产业园挂牌成立，首发地块百米双子

楼已结构封顶。

视线东移，是著名的宝山吴淞工业区。工厂、

废气、货车经过的尘土飞扬……曾几何时，这里破

败陈旧的城市界面仿佛停滞于时光深处。如今，这

2490万平方米的土地，已然抖落一身“尘灰”，即

将转型成为吴淞创新城：一个产业耦合、环境融

合、功能复合、空间叠合、机制整合的开放式、多功

能、生态化、智慧型创新城区。

2490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要知道，上海黄

浦区的面积也只有205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吴

淞创新城比整个黄浦区面积还要大！在未来，它不

仅是一座创新城，也是上海的城市副中心。这里将

崛起3栋摩天大楼，高度分别为200米、170米和

155米。这样的超高建筑群，不仅将刷新宝山的天

际线，在上海整个外环外区域都前所未有。

抬眼向北，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布局罗店

工业园、宝山工业园和锦邑产城融合区，已形成高

端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与制造、高端医疗

服务和生物医药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格局。

2021年，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累计推出近

13.7万平方米的物业和定制厂房，汉氏联合、宝济

药业等项目完成拿地，引入博沃生物、优卡迪、正

大天晴康方等一批知名生物医药企业，新建国盛

宝山药谷、天瑞金MAX科技园等优质载体，助力

朝晖药业、景峰制药等药企进一步做大做强。

环顾四周，今年刚成立的上海宝山大学科技

园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分类施策，正在建设大学科

技园区上“多点开花”。

其中，环上大科技园围绕上海大学形成多个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目前已有精海无人艇、AGV、

中以检测等123家企业落地，成功转化24项创新

成果，工业软件系统等项目突破“卡脖子”问题。新

近引入的贺海孵化加速器，更是3个月就引入21

家科技型企业。

11月24日，宝山与复旦大学合作建设的宝山

复旦科创中心揭牌，当天就有8个重大创新项目

入驻，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中

科院院士赵东元领衔的功能介孔材料研发项目。

除此之外，与悉尼科技大学合作的上海创新研究

院、与上海理工大学合作的大学科技园分园、与同

济大学合作的同济创园、与北大科技园合作的创

业孵化营等，也纷纷落地宝山。

这一切，有如激昂的鼓点，让人充分感受到脚

下这块热土，在摆脱了传统落后业态束缚，轻盈转

身后的强劲脉动；也得以窥见生活工作在这块土

地上的人们，那种抢抓机遇、奋力争先的身姿。

回首今年1月28日，同样是料峭寒风中，宝山

区建设全市科创中心主阵地推进大会在中国宝武

钢铁会博中心召开，标志着宝山“北转型”新篇章

大幕开启，科创战略进入全面施工期。

大会发布了《宝山区推进上海科创中心主阵

地建设三年（2021-2023）行动计划》，聚焦成果转

化、科创与金融、创新人才、创新产业、科创服务体

系等五大重点领域，制定了28条68项具体计划。

让人惊讶的是，就在大会召开前几月，这个会

场还是宝武2500立方米高炉区。从钢花四射的厂

房，摇身一变成为科技感十足的会博中心，这是科

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热度”和“速度”最直观的表达。

对宝山区科创主阵地建设，区委书记陈杰有

一句话在当地干部和科创企业中流传颇广：起势

才能快奔。意思是只有科创建设的态势起来了，才

能实现更快发展。

10个月后，这句话得到印证。据统计，今年1-

11月，宝山区工业总产值和工业投资增速均排名

郊区第一；技术合同登记数1070项，增长1倍多，增

速居全市首位；技术合同成交额近30亿元，增长2

倍，增速列全市第三；2021年第5批上海市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公示，宝山区同样位居全市第三。

信心凝聚同心

宝山区同济路669弄T7商务楼的顶楼，有一

间上海宝山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创办的“科

创会客厅”。

28层的落地玻璃窗向外望去，东瞰三江交

汇、南眺南大智慧城，西顾吴淞创新城，而它的北

面又紧靠宝山区及行政中心，可以说是360度展

望宝山300平方公里科创蓝图的绝佳位置。

昨天，记者登临这个“会客厅”。一进门就发现

“科创会客厅”五个大字边上，还有一个圈起来的

“24”。“我们的会客厅是7?24小时全天候。希望通

过全方位个性化的优质服务，点燃宝山灯火通明、

挑灯夜战的科创之光。”上海宝山大学科技园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景宏告诉记者。

据介绍，作为人才、政策、资本、信息等要素

协同聚集的平台，这里不仅可以为各种科创团

队提供会客交流、成果展示、转化服务、技术交

易的一流环境，还会向入驻项目颁发“科创一卡

通”。持卡企业可以得到会客厅提供的200余项个

性化科创服务。“我们还专门开通了‘36512345’会

客厅服务热线，这个数字既是电话号码，也是服务

理念，象征着365全年无休和‘12345’市民热线一

样的服务。”

在“科创会客厅”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24岁

的宋易欣今年1月从抖音辞职，成为上海宝山大

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员。“别人跳槽，一般

都会拿到更高的年薪，但我是降薪过来的，收入比

以前降了一半。”宋易欣告诉记者，之所以做出这

样的选择，是相信宝山科创的未来：“我还年轻，所

以选择更长远的谋划。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和宋易欣作出同样选择的，还有28岁的郭天

成。他在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工作过

四年：“‘四大’就像学校，学成之后很多人都会选

择出走，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郭天成认为，宝

山大学科技园未来发展不可限量，他所学的必有

用武之地。所以同样愿意降薪一半，来这里成为财

务负责人。

年轻人的信心系于长远，也源于当下。“科创

会客厅”边上正在施工的，是宝武钢铁的“先发

楼”。建成后，将入驻宝武中央研究院、宝山“科

创人才港”以及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和飞镖加

速器联手建立的生物医药共享实验平台……一

个个科创项目、一处处科创园区，一幢幢科创建

筑，在不断拔节生长，这都是年轻人可见的未来。

与年轻人相比，46岁的朱景宏一点也不逊

色——不惑之年，离开体制内的舒适区，辞职创

业。选择背后，这勇气究竟何来？

勇气源于信心，信心源于同心。宝山建设科

创主阵地的战略目标确定后，区各级领导干部

不断在各种场合为大家统一思想，理清脉络，讲

清逻辑——

上海要建成国际科创中心，既要开出“科技之

花”，还要结出“产业之果”，才能构成完整拼图、形

成良性循环，全方位提升核心竞争力。换句话说，

宝山不是要做全能的“优等生”，而是要做勇挑重

担的“特长生”，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主

阵地。从这个角度看，宝山不仅有优势，而且不少

还是“独一份”。

首先是独特区位优势。上海2035总体规划已

将宝山纳入上海主城区，与中心城区连片发展，承

载未来城市核心功能。宝山兼具中心城区和近郊

优势，空间资源相对丰厚，要素成本相对较低。

其次是产业腹地优势。全区重点转型地块有

几十平方公里，南大、吴淞两块“大衣料子”已经

启动开发，还有3个市级特色产业园，既能提供中

心城区的高品质科创载体，又能提供大规模的成

果转化和先进制造基地。

第三是毗邻高校优势。区域内的上海大学，机

械电子、新材料等学科国内领先，拥有智能制造、

高温超导等重点实验室；周边集聚复旦、同济等著

名高校以及本市近半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溢出效

应明显。

第四是在地央企优势。宝山有宝武这样的龙

头央企，资金、土地优势明显，科研、技术实力雄

厚，可以创新合作模式，协同推进关键技术产业

化。比如，宝武拥有汽车用钢、硅钢、轨交关键零部

件等国家级创新中心。无取向硅钢产品结构优化

项目，产品和技术都代表全球最高水平。

此外，还有交通枢纽优势。宝山是滨江临海的

上海北大门，随着北沿江高铁、沪通铁路建设，将

强化宝山连接长三角的枢纽门户地位。全区已有

和在建轨道交通有5条、规划还有5条，15、18号

线和军工路、长江路快速路陆续建设，将进一步打

通宝山与浦东张江、前滩以及杨浦五角场、闵行紫

竹等创新高地的联系。

这样掰着手指数下来，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角度看，宝山的比较优势确实不少。正因如

此，陈杰始终号召宝山干部群众：要有“非我莫属”

的底气、“舍我其谁”的信心、“用我必成”的担当。

挑战更是机遇

一条蕰藻浜，贯穿宝山东西，勾连南大吴淞

两地。

伴随着河水变清，河两岸的老厂房、旧堆场纷

纷变身成为魅力十足的高科技园区。这条宝山

人眼中的母亲河，已经成为一条活力涌动的“科

创之河”。

蕰藻浜和南北高架的十字交叉，形成“四个

象限”，被称为1号湾。其中最著名的“两个象

限”，分别是智慧湾和交运智慧湾。这是一对产业

转型与城市更新的“姐妹花”，前者已是4000多名

白领“安居乐业”的科技与艺术园区，入驻各类文

创、科创企业430余家，还有三个孵化器孵化的

小微企业200余家；后者也正迎来一批又一批的

机构企业。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已是著名网红打卡地的

智慧湾。暮色中，各色集装箱改造的“创客部落”窗

口透出温暖的光线。园区里，雕塑、大树、芳草、繁

花，加上点缀其间的艺术工作室、网红小餐馆和咖

啡馆，让原本铁皮构件的“丛林”，平添一份温馨与

闲适。这种街区式、开放型园区，艺术风加上烟火

气，打破了人们对产业园区的刻板印象。

很难想象，五年前这里还被称为“三毛之

地”——屋是“毛坯大棚”，地是“不毛之地”，环境

“毛骨悚然”，充斥着各种垃圾堆场、搅拌站、破旧

集卡……智慧湾是如何“无中生有”创造奇迹的？

科房集团董事长陈剑说起来很是感慨。

“当初看中这里是因为成本较低，交通也算便

利，但那时的困难的确超乎想象。”陈剑说，当时这

里市政配套、商业配套奇缺，一切都要自己跑自己

做，起步非常艰难。

园区开张，一切才刚刚开始。在很多人眼中，

宝山属于郊区，地处偏远，人气不足。吸引不了人，

也很难吸引企业。“所以我们第一步做的是聚人

气。当时3D打印很火，我们想办法吸引中国最大

的3D打印企业入驻，这也是智慧湾第一家入驻的

高科技企业。”

陈剑告诉记者，这家企业入驻，不仅是招商

“零”的突破，也给智慧湾带来了人气。园区以此为

契机，建起了中国3D打印文化博物馆。此后，3D

打印创客空间、3D打印技术应用中心等3D前沿

技术和时尚逐渐形成市场，又吸引一大批集科技、

时尚与艺术于一体的企业入驻。

从聚人气到聚产业。陈剑说，宝山区建设科创中

心主阵地，无论优势还是困难，与他当初经历的一切

十分相似——土地成本低、发展腹地大，环境仍需改

善，名气亟待提升，但相信只要坚定不移闯过初期

的挫折与难关，“科创宝山”的牌子定能打响。

陈杰手机中，有一张自己拍的日出照片，记录

着他到任宝山后的第一个新年：一轮红日冉冉升

起，吴淞口的灯塔静立于朝霞之中，大小船只穿梭，

海鸥展翅起舞，预示着宝山有更加广阔的明天。

美好明天终须奋斗得来。对今日宝山来说，

换道超车，后发先至，绝非易事。陈杰自己也承

认，面对很多难啃的“骨头”，“很焦虑，有时候真的

睡不着”。

这也是不少宝山科创干部的共同感受。宝山

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张鹏，身兼上

海南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南大地

区是宝山科创主阵地建设的两大核心承载区之

一，在整个宝山的未来发展中，举足轻重。”他告诉

记者，自己2002年到宝山工作，那时宝山的经济

体量排全市前三，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反倒落下来

了。“虽有客观原因，但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心里是

憋着一口气的。”

他说，“北转型”是挑战，更是期盼多年的机

遇。宝山能不能脱胎换骨，破茧成蝶，就看这一回。

“现在大家眼睛都盯着我们，每次开会汇报，往往

指定我第一个发言，这种压力，没亲身感受是体会

不到的。”

压力大，动力也大。张鹏告诉记者，这一年明显

感到同事们精气神不一样了。“我们这里九成以上都

是小年轻，干劲十足，每天下班，很多人忙到九、十点

钟，赶都赶不走。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来上班以为很

早了，结果一进门，发现很多人已经在工作了。”

幸福未来可期

科创中心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

著名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曾在脱口秀大会中

吐槽过宝山：“我们家是住在另一个郊区，在宝山

那边，就特别宝山。”后来，因工作关系，何广智还

是选择离开宝山，搬到了市中心。

虽非科创人才，但何广智的选择，其实代表了

不少人的看法。如何才能吸引源源不绝的创新人

才来到宝山，留在宝山，在这里安居乐业？这需要

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正因如此，宝山要建设的

绝不仅是一座科创之城，还是开放之城、生态之

城、幸福之城。

以备受瞩目的吴淞创新城为例。规划中，吴淞

创新城生态绿地空间占比不小于25%，率先落子

的项目，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这一切，都给老工

业基地注入了生态与文化的要素，对全面提升文

化软实力、弘扬城市精神品格、彰显城市文化魅力

具有极大作用。

吴淞创新城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

尺度宜人的小街区，构建层次丰富、结构立体的慢

行交通系统，实现公共交通和个人出行的有机协

同；同时，通过提高路网密度、提升交通复合功能，

丰富吴淞创新城的“毛细血管”，增加小街区道路

的可达性和可步行性，促进绿色交通、低碳环保。

在陈杰看来，交通规划不只是路和路、楼和楼

之间的连接，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交流。“交往

的时候，如果不需要等很多红绿灯，不需要过很多

马路，很容易就能见到对方，那么人们沟通的意愿

会大幅度提升。”

未来的吴淞创新城，一座占地560公顷的中

央钢铁公园也格外吸引眼球。在强化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同时，宝山注重对工业遗存保护改造，

留住历史文脉，城市记忆。比如上大美院，就是通过

活化利用以前的生产空间，改造建设成文创基地，

把更多的生活和休闲空间留给市民、留给学生。

由于宝山区地处长江下游区域，每年都可能

受到台风、雨季影响，因此无论是吴淞创新城还是

南大智慧城，都把海绵城市理念贯穿始终，既不浪

费资源，又兼顾景观性，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

“里子”，成为绿色低碳转型样板，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建设现代宜居美丽城市。

针对各类不同主体的人才资源，宝山区出台

不同类型的激励政策，基本建立了多功能、梯度化

的人才政策体系，持续擦亮人才“樱花卡”特色服

务品牌。目前“樱花卡”涵盖了人才生活服务、金融

服务、医疗健康等多达156个市场化服务项目。

除了生活环境，对于企业来说，营商环境是更

重要的软实力指针。在北上海生物医药园区建设

中，罗店镇是一个重要承载区。镇党委书记王伟杰

告诉记者，为了引入惠永药业、博沃生物等优质项

目，形成更加丰富的产业生态和创新链，镇里摸准

企业痛点，创新推出“业主积极转型+园区专业招

商+厂房个性定制”模式，由专业建筑企业改造旧

厂房，再通过政府部门搭建桥梁转租，既省了药企

自建厂房的麻烦，又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宝济药业董事长刘彦君的手机壁纸是一张门

牌号：“罗新东路555”。他告诉记者，公司落户罗

店两年，已完成从技术型公司向产业型公司的转

变，现在就等着厂房建成投入生产。“这个门牌号

就是厂房地址，是专门对口服务的金牌服务员帮

我办好的。厂房还没建成，门牌已经办妥。”

落户这里，最吸引刘彦君的不是奖励和优惠，

而是“政策始终清晰，官员务实专业”。“事实上，我

来罗店的时候，没有人承诺我任何好处，但我觉得

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政策可预期，什

么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一视同仁。我不喜欢一切

不确定的东西，尤其是干部岗位变动可能引发的

政策不确定性，这样我对企业未来发展没有底。”

让刘彦君特别感动的，是公司落户建厂过程

中，政府部门的全周期服务。“任何需求，任何疑

问，任何审批事宜，都有金牌服务员对口负责，这

些小年轻的效率和专业能力都是一等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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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主阵地：在“钢铁之城”构架上重新勾勒蓝图再造“创新之城”

“换道超车”破茧成蝶，宝山人说就看

上海的科创中心建设，今
年已经形成基本框架。
但直到去年底上海市“十

四五”规划纲要出台前，有一个
问题始终令人困惑：上海建设
科创中心，有引领区，有承载
区，可是，主阵地究竟在哪里？
启航新征程，上海终于拿

出了最后一块“拼图”。这是深
思熟虑的一招，答案却让很多
人意外。
不是改革尖兵浦东新区，

不是深耕科创的杨浦区，不是
G60科创走廊的起点松江区，
不是国际人工智能大会的主场
徐汇区……而是昔日又“重”又
“黑”，转身艰难的宝山区！

成为“主阵地”，意味着重
任在肩，更意味着没有退路。
布局300多平方公里土地，要
在原先“钢铁之城”的构架上，
重新勾勒蓝图，再造一座“创新
之城”。这已不是“弯道竞逐”，
而是真正的“换道超车”。
落子无悔。信心从何而

来？底气从何而来？

首席记者 潘高峰

这一回

■ 上海宝山大学科技园科创会客室位于宝山火炬城市峰汇28楼，可俯瞰整个宝山城区 本版摄影 记者 陈梦泽

■ 智慧湾

内的无人

配送车

■ 智慧湾“创客部落”

■ 南大地区总面积高达629.80公顷的土地已经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