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攻坚”
成为关键词

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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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到上海的夜光卫星遥感影
像，便会发现，这座城市越来越亮。在中心
城区的灯火璀璨之外，原本相较之下有些
黯淡的沪郊，也日渐绽放出夺目光彩——
东边，滴水湖畔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一片火热，蓄势待发；西边，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示范区结出累累硕果；南面的金
山，勾勒出“上海湾区”的迷人新颜；北面的
宝山，蕰藻浜正化身“科创秀带”，点亮北上
海……

去年，正逢“十四五”开局，上海提出，要
加快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
南北转型”的空间新格局。明天，上海将进
入“两会时间”，优化市域空间、提升城市能
级，又将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谋定而快动。一年来，砥砺奋进的上海

交出怎样的“成绩单”？面向未来，“两翼齐
飞、南北转型”中蕴藏哪些新期待？不妨跟
着本报记者走过东西南北，一起感受迈入
2022的活力上海！

东边，发展势头正猛。西边，也不甘示弱。新年伊始，地处苏沪

交界地带的淀山湖畔，总用地约2400亩的华为青浦研发中心正在如

火如荼地建设。不远处，造型轻盈的元荡桥飞卧元荡湖上，不仅打通

了沪苏两地的“断头路”，还串联起两岸绿意，引得游客争相“打卡”。

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样板间”，一幅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画卷正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徐徐铺开。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过去一年，示范区这片肩负着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国家级“样板间”，既谋划长远，又干在当下，一

体化发展的动力澎湃激荡、百舸争流的局面加速形成。此前公布的

“成绩单”显示：2021年，示范区共形成46项新的制度创新成果，推

进65个亮点项目。

紧盯一体化发展共性难点问题，示范区去年推出的46项制度创

新成果颇具含金量。例如，建立国内首个具备在线填报、信息交互

等功能的跨区域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了投资项目统

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转、跟踪督办；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实现

跨区通赔，探索建立绿色保险共保体承保模式。此外，示范区第一

年32项制度创新成果正不断推进落地。比如，“医保卡一卡通2.0

版”将住院结算纳入异地就医免备案范畴，截至去年11月底异地

结算19784人次；示范区跨省公交线路新增至8条，截至去年12月

底，各线路跨省公交累计发送11.94万班次、乘客176.11万人次。

今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工作关键词转为“制度深化”和“项目

攻坚”。近日召开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理事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指出，2022年示范区将推进71项重点工作，这些工作将

更突出制度创新的重点突破、落地见效和复制推广，并集中力量建

设重大项目。

作为华为产业园的重要配套设施工程，华为研发中心（青浦区

金泽镇西岑社区）动迁基地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按照计划，

该项目将于1月底前完成60%室外总体施工量。“华为项目的两个组

团预计在今年5月结构封顶。其他6个组团预计在9月能结构封

顶。外墙立面、室内机械设备、装修等，预计在2024年初能竣工。”青

浦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敏介绍。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是长三角区域内的核心载体，而“水乡客

厅”又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中的核心。水乡客厅项目今年将全面

启动，按照“一年搭框架、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的要求，重点推

进“一点一心”、三园、蓝环等项目开工建设。

2022年示范区将聚焦“一厅三片”重点区域和互联互通、生态

环保、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及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项

目，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示范区已绘就2022年的‘作战图’，将聚焦近70项重点工作，坚持

‘制度+项目’双轮驱动，进一步种好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示

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表示，在重点项目方面，今年安排了近

80项新建、续建项目，包括方厅水院、水乡湿地、江南圩田、桑基鱼

塘、蓝环工程等生态绿色一体化项目，元荡生态修复和治理项目将

全面竣工，23公里生态岸线将实现闭环，“无界元荡”将成为现实。

今年，示范区还将持续推进一体化制度创新。在前两年制度创

新“8+1”重点领域的基础上，新增“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形成“8+

1+1”重点领域。同时，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加大攻坚，形成新一批更

具含金量的制度成果。“通过改革攻坚，2022年示范区预计新推出30

项左右具有含金量、可复制推广的一体化制度成果，包括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碳达峰行动计划、示范区第三批公共服务共享清单

等。”张忠伟说。 本报记者 杨欢

搞科创，一定要在封闭的产业园或者写字楼里埋

头苦干吗？宝山的一号湾，颠覆了人们的刻板印象。

蕰藻浜，宝山母亲河。两岸，原来的老仓库、老码

头、老堆场，转型为高端科创园区，如今又还江于民、还

景于民，有了可以走进的绿色空间与亲水平台。蕰藻

浜与轨交一号线的交界处，就是一号湾所在地。智慧

湾科创园与交运智慧湾，是一号湾亮眼的“姐妹花”。

沿河滨漫步，游星空公园，逛文创集市……你很难

想到，这里原本是一个“三毛”之地——屋是“毛坯大

棚”，地是“不毛之地”，环境“毛骨悚然”，曾经充斥着各

种垃圾堆场、搅拌站、破旧集卡。科房集团巧妙“因地

制宜”，让集装箱“长”出咖啡店，老堆场变身创意园。

如今，每天来这里上班的白领，大约有三四千人。去年

即使受疫情影响，也举办了五六百场活动。

集聚人气至关重要。回忆智慧湾开发最初，科房

集团董事长陈剑说：“当时3D打印很火，我们想办法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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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临港人，谈及过去一年的感受，都是一个字：热！项目投资热、产业发

展热、开发开放热……工地上塔吊林立，招商人员马不停蹄，落户企业接踵而

至；在这片承载国家战略的土地上，每天都发生着新变化。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临港新片区挂牌以来，建设跑出加速度，累计新签约

项目970余个、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有一个项目签约

落地。在后疫情时代，这样亮眼的数据得来不易。

2022对于临港新片区来说，又将是不平凡的一年。浦东引领区国家战略叠

加放大，“五个重要”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迎来收官冲刺，“三年一万亿投资”“三年

大变样”两张答卷即将交出，这片热土又会如何演绎令人瞩目的发展新传奇？

新年后的首个工作日，浦东新区2022年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临港

新片区11个项目总投资1118亿元，占据1/3，这也预示着，浦东引领区与临港新片

区两大国家战略将在新的一年中更加紧密地协同推动。在中芯临港、大飞机园、

南汇支线等开工项目中，既有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产业项目，也有解决青年人才

后顾之忧的长租公寓民生项目，“产”与“城”交织融合，以城促产、以产兴城。1月

6日，“五个新城”2022年首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南汇新城又有一批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

正如李强书记在市委季度工作会议上所说，“落实目标任务，要稳扎稳打、

扎实推进”。 临港新片区要实现三年一万亿的投资目标，就是通过一块一块土

地出让、一个一个项目落地，一步一个脚印稳步迈进。

最近，临港泥城社区的马路上，一辆青绿色公交车的身影引人关注。车身

上的“H2O”字样显示了它的与众不同：这是临港新片区首条氢能源公交——临

港7路，上路运行已有一个多月。

清洁高效是人们对氢能的第一印象。但一直以来，居高不下的成本、有限

的应用场景，却成为制约氢能产业发展的难题。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布局新

兴产业的新赛道成为临港的新目标。眼下，临港新片区正通过率先落地以氢燃

料电池车为主的应用场景，串起氢能核心零部件“朋友圈”，并通过制度创新优

势，积极打造国际氢能谷。

去年9月，康明斯氢能中国总部落地临港，这个集研发、制造、贸易、供

应链为一体的世界500强项目，涵盖电解水制氢装备电堆、燃料电池发动机

及其核心零部件等业务。目前，临港新片区已落户20多家氢能产业链上下

游关键企业。

如今，在临港新片区，氢能公交车加一次氢只需3到5分钟，能跑600公

里。车用氢燃料电池电堆，是由当地企业自主研发的，通过了5000小时寿

命测试。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要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努力成为集聚海

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

枢纽、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

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制度

建设，提高经济质量。”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临港新片区广大干部群众对标国际先进的自由贸

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和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着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过去一年，临港新片区前沿科技产业加速集聚，新

能源汽车产业产值首次超1000亿元，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民用航

空、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重点产业能级加快培育提升，其产业规模也将随着一大

批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而快速增长。

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让政策创新的底层土壤更加丰厚。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制度创新与风险防范处处长吴群峰表示，管委会将聚焦八大前沿产业以及金

融、贸易、航运发展中碰到的痛点难点，进一步为产业发展松绑、赋能，为产业新

形态、新业态的加速形成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我们将全力推动浦东引领区和临港新片区

改革开放联动、创新发展协同。”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临港新片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朱芝松说，未来浦东将瞄准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

先锋、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

范引领、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持续奋斗。

2022，临港新片区蓄势待发，奋楫前行。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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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金山区将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和“硬招数”，全

面推动产业转型、空间转型、治理转型，加快打造“两区一

堡”战略新高地，努力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的活力湾区、绿色

低碳清洁的美丽湾区、文明宜居温馨的幸福湾区，全力塑造

“三个湾区”城市新形象。

金山区正着力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的活力湾区，产业转

型是活力湾区的活力之源。在枫泾镇，华平金山智慧产业

园项目一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在金山工业区，华东无人

机基地的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在山阳镇，正推进低效闲置用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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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二次开发和工业企业转型升级……

面向未来，金山区将狠抓存量、增量、减量和变量，

产业形态将向集群化、绿色化、数字化、服务化、特色化

升级。对于以化工产业为重点的传统产业这一“存量”，

金山区将加快发展碳纤维复合材料、氢能源、电子化学

品等新兴产业，大力培育化工品交易、专业检验检测服

务等化工服务业，努力成为高端化工产业的新高地。针

对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的“增量”，金山区将聚焦“1+4+

X+Y”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1”是指以绿色化工产业为

代表的传统产业；“4”是指新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

信息技术等四个产业集群；“X”是指以生物医药、无人

机、碳纤维复合材料等为代表的一批特色优势产业；“Y”

是指以数字服务、创新服务、集成服务等为重点的新兴

生产性服务业），千方百计招大引强、招新引高，进一步

建链、补链、延链、强链，不断为产业发展注入增量资

源。同时，金山区还将做好“减量”，大力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由拔点式向成片式转变，持续推进低效用地二次开

发、闲置厂房盘活利用；用活科创、数字、文旅等金山产

业发展的重要变量，为产业转型发展赋能加力。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地处长三角中心区域的金山

区将全方位打开两个扇面，加快实现从承接市区的单

向辐射向对接长三角的双向赋能，并积极构建南北两

个综合交通枢纽，由“末梢”向“节点”转变。

同时，金山将加快构建滨海片区辐射引领、亭枫片

区融合提升、亭卫片区产业集聚、中部片区生态“绿核”

的空间发展新格局。其中，滨海片区将加快滨海国际

文化旅游度假区、汇龙湖国际商务社区、金山大道区域

开发建设，成为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滨海花园城市。

亭枫片区将推动三镇协同构建G320文旅连廊，成为沪

浙毗邻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脉和示范带。亭

卫片区以金山工业区为核心，以金山二工区为载体，打

造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绿色化工、新材料、

高端原料药等产业集聚区，成为先进制造业重要承载

区的主阵地和增长极。中部片区将依托廊下郊野公

园、吕巷水果公园、张堰生态林区，大力发展乡村文旅，

成为大都市的后花园、市民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陈佳琳

“产业布局”
跑出加速度

示范引领

“科创秀带”
点亮北上海

立新破旧

“三个湾区”
塑造新形象

推动转型

■ 2022首个工作日，宝山智慧湾迎来忙碌的一天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南

金
山

■ 元荡慢行桥横跨沪苏两地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上海湾区科创中心打造“长三角智脑”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特斯拉上海工厂总装线，工作人员在检查车身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北 引了中国最大的3D打印企业入驻，这也是智慧湾第一

家入驻的高科技企业。”几年后的今天，智慧湾已成为

3D打印产业集聚地。中国3D打印文化博物馆、3D打

印创客空间、3D打印技术应用中心……从聚人气到聚

产业，剑指技术前沿——

你以为3D打印只有一种单调颜色？巧良三维正

在做彩色3D打印的模拟测试，可以模仿布料甚至肌肤

的质感，细腻精美。酷鹰科技则追求“超大型”“超高

速”，他们的硬件、软件、材料等3D打印核心内容都是

自主研发，多应用于军用模具、航天航空以及大型景观

建筑领域。在成都驿马河公园，有一座长达22.5米的

高分子材料3D打印桥，就是酷鹰出品。“我们每造一座

桥梁，就刷新一次世界纪录。”公司业务总监刘建宏告

诉记者。

除了3D打印外，还有不少“硬核”技术，藏在智慧

湾充满烟火气的街区里。在园内运营VR体验馆的

志鹏科技，主要做的是“数字孪生”。“我们把真实世

界反映到虚拟场景中去，通过算法，可以对现实世界

作预警。这个技术类似现在流行的‘元宇宙’。”公司

副总经理余盛介绍，现实中的船厂被复刻进虚拟世

界，不用到现场，就可以亲身“行走”在船厂仓库，以

便实时管理。

在蕰藻浜对岸，交运智慧湾，一个没有围墙的新型

开放式园区展露新颜。以研发总部、人工智能、在线新

经济为主，园区内现在有不少企业已经装修入驻。

一号湾，是蕰藻浜“科创之河”的首发区，也是宝山

转型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生动缩影。从空中俯瞰，

蕰藻浜的一头连着南大智慧城，一头连着吴淞创新城。

从“工业锈带”向“科创秀带”，这条宝山的母亲河，承载

着人们对转型的热切希冀，点亮北上海。

今后五年，是宝山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关

键时期，也是纵深推进宝山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宝

山将全速推进核心承载区建设——

吴淞创新城统筹开发时序，通过市区联合收储、政

企协同转型、支持存量升级等方式，加快功能开发与新

兴产业导入，两个1平方公里先行启动区基本建成，外

环以南9平方公里形成中央钢铁公园、蕰藻浜“双带”

开发格局，谋划建设一批城市新地标；

南大智慧城则通过组团式高强度复合开发，加快推

动南大科创绿洲、轨交15号线TOD、上师大附中宝山校

区等一批功能性项目建设，形成全面开发态势，基本建

成城市功能新标杆、产业发展新高地、产城融合新典范。

宝山还将打造与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相匹配的人

才高地。以宝山科创人才港建设为载体，深入实施海

内外揽才工程，优化“樱花卡”、人才公寓等服务供给，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让宝山转型发展急需的各类

人才近悦远来、安居乐业。

对于宝山而言，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

下的重要一年，也是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关键

之年。“立新”“破旧”并举，科技创新引领区域转型，宝

山奋力奔跑在新的征程。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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