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浦
■ 叠쾵쇐훘듳햽싔믺폶뗾

加，光쟠웖훃폚좫쫀뷧뗄뻛맢

下쿂

■ 设짨“线죽뷇쫽ퟖ룉쿟”，

出틚벶쫽ퟖ뺭볃듸뫴횮폻돶

■ 城돇쮮쾵릫풰죧들폱듸

城죆쟠웖탂돇，就쏱볒쏅뿚뻍

个叠룶“园뇟릫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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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进博会开幕的
日子越来越近。与国家会
展中心一街之隔的进博会
“6天+365天”平台——绿地
全球商品贸易港内，众多进
博会“元老级”参展商们正
忙着寻找下一个“爆款”亮
相展会，结识新朋友，拓展
更多的合作渠道。每年11
月的“进博时刻”，“四叶草”
繁忙不息，敞开大门迎接全
球宾客。作为进博会的永
久举办地，青浦也跟着频频
“出圈”，吸引世界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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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放大进博会效应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会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位

于青浦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宣布“支

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

为国家战略”。在长三角城市群中，青

浦处于核心位。2021年，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上升成为国家战略。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建设过程中，青浦举全区之力决

战西虹桥，创新活力、发展潜力不断被

激发。仅仅一年，上海虹桥商务区青浦

片区便实现税收100.7亿元、同比增长

47.7%，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7.8

亿元、同比增长22.1%。

青浦正积极发挥国家战略承载地

作用，叠加机遇、乘势而上，连续四年

签下上海交易团首单，去年的第四届

进博会上更是创造了两小时内办理

“首照首证”的青浦“加速度”。在服务

保障国家战略的过程中，青浦不断优

化治理机制，提升环境品质，进博会保

障“精细化管理模式”被评为首届“上

海城市治理最佳实践案例”。一流的

服务保障引来了一流的“好经济”，许

多参展商、采购商、专业商协会等变成

“投资商”“合伙人”。去年6月成立的

虹桥会展产业园，已经有200余家企业

落地，形成了从会展场馆方、主办方，

到配套服务企业的全产业链。未来，

联合国亚洲采购项目中心将推动更多

中国产品进入联合国采购清单。

打造现代化枢纽门户

重大战略赋能让青浦“乘势起

飞”。除了进博会，青浦还承载着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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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范区三

地、虹桥核心四区、五个新城“三条跑

道”上比学赶超。不仅如此，在“中心辐

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

市域空间新格局中，青浦既是“新城发

力”的主体，也是“两翼齐飞”的主体，使

命重大。一系列国家和市级层面的重

大战略机遇叠加，将青浦置于全世界的

聚光灯下，让这座气质温婉的江南水乡

走上了更大的平台和舞台。

以前，青浦是上海的“西大门”、是

进入上海的通道之一；现在，青浦正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

枢纽门户。正如青浦区相关负责人所

言，作为上海唯一一个和江苏、浙江都

接壤的行政区，青浦背靠虹桥枢纽、面

向长三角广阔腹地，“扇面”打得特别

开，有底气、有实力成为国际枢纽。从

“西大门”到“枢纽门户”，意味着青浦

正向服务更全、辐射更广、效率更高的

现代化综合城市升级发展；正从长三

角地理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长三

角战略重心和功能核心迈进。

建设长三角数字干线

近几年，青浦区提出了建设“长三

角数字干线”的建设目标，依托G50主

干廊道，以数字经济为本源，和沿线城

市构建形成紧密合作的创新链和产业

链，共同推进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

化、治理数字化，协同打造一流新型基

础设施的数字创新发展带。今年1月，

“长三角数字干线”启动建设，万亿级

数字经济带呼之欲出。

“打造‘长三角数字干线’，是要依

托上海东西向发展轴上数字信息产业

集聚的优势，向东加强与张江科学城联

动，向西加强与长三角沿线城市对接，

中间加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青浦新城

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的串联。”青浦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谋划

“长三角数字干线”，是基于青浦城市核

心功能的现实考虑。一条“数字干线”，

最能体现青浦区的枢纽功能。

长三角数字干线聚焦完善信息基

础设施、推动园区数字化转型等九个

方面，着力打造“一条干线、五大支柱、

十个基座、三条功能拓展带”。其中，

“一条干线”是由G50智慧高速公路、上

海轨交17号线、一体化示范区城际铁

路构成的复合发展轴。打造这一“数

字干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夯基垒

台的工程。对内，青浦正系统梳理、全

面整合现有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产业，发挥北

斗创新基地、市西软件信息园、华为研

发中心等重大数字功能平台的枢纽作

用，不断发展壮大区域数字经济产业

集群。对外，青浦正有效建立与上海

张江科学城、“一中四方”信息与软件

产业布局以及长三角城市群的紧密联

系，强化分工合作、错位发展，积极推

进数字产业链强链补链。

新城建设持续发力

今年起，“五个新城”建设从规划

蓝图转入谋定快动、乘势而上、全面发

力的新阶段，一幅“新城发力”的热烈

图景正在青浦新城呈现。

年初，崧泽高架路主线全面通

车。通车后，向东连接“大虹桥”和上

海中心城区，从青浦新城出发驱车15

分钟就能抵达虹桥枢纽、60分钟可抵

达中心城区；往西面向长三角城市群，

与G50高速公路、长三角示范区城际铁

路一起连接苏州、昆山等地。

在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

中，青浦引进世外、平和、协和、兰生复

旦等一批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也不断健全，长三角（上

海）智慧互联网医院、青浦区公共卫生

中心、复旦妇产科医院青浦分院、中山

医院青浦院区等加快布局建设。与此

同时，青浦紧紧围绕高质量城市化的

主线，完善一大批城市服务功能。

“十四五”期间，青浦新城将重点

聚焦“一个中心、三个片区”开展规划

建设，每个区域都以水为媒，打造人水

相亲、绿水相融的江南水乡风貌，展现

出生态保护、文化生活、产业发展良性

互动的生动场景，打造一个“温暖家”。

宜居宜业“温暖家”

随着青浦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

时代幸福社区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如

今，青浦新城的居民，家门口就有一个

“河边公园”——环城水系公园。该公

园由淀浦河、油墩港、上达河和西大盈

港四条共约21公里的骨干河道组成，

内外圈滨水绿道全长43公里，有3000

亩滨水开放空间。这个没有围墙的环

状公园如同一条翡翠玉带般环绕着青

浦新城，让水的特色贯穿于人的居住

和活动中。目前环城水系公园三期和

新城中央公园建设也在加快推进，让

水系、绿化延伸到百姓家门口。

城市功能不断提升，最好的资源

留给人民，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青浦

成为一个吸引人才近悦远来、充满朝

气和温度的地方，既让本地百姓安居

乐业，也让外来创新创业者宜业宜居，

成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家。

高颜值、最江南、创新核、温暖家，

青浦正将战略优势化为发展胜势，把

现代化枢纽门户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

图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相关负

责人表示，青浦将继续把握机遇，进一

步打开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塑造

产业引领、资源配置、服务群众等核心

城市功能，促进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

提升引领示范区、辐射长三角的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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