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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人民政府、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

行东方枢纽上海东站路地合作系列

活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

芳出席，并共同为上海东方枢纽投

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东

站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揭牌，上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活动上致辞。

东方枢纽依托铁路上海东站，是

集航空、国家铁路、市域铁路、城市

轨道交通等交通功能以及站场城开

发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是

全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浦

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推

进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的重

大工程。昨天，东方枢纽上海东站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地下基础部分。

陈吉宁、龚正和刘振芳等实地察看

建设现场，听取东方枢纽总体规划

及站场城融合一体化、规划建设一

体化、运营管理一体化等工作汇报。

路地合作系列活动上，龚正在

致辞时说，建设好东方枢纽上海东

站，有利于完善上海综合交通体系，

更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更有力服务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交通

强国建设。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新时代国际开

放门户枢纽新标杆定位，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精益求精提品

质、科学施工抓进度、协同共建聚合

力，以高质量建设成果为上海勇当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作出

更大贡献。要围绕服务全国、辐射

全球塑造功能，把握数字化转型、绿

色低碳转型，强化新理念、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应用，努力做到站场

城融合一体化、规划建设一体化、运

营管理一体化。加强统筹协调，狠

抓质量安全，建设精品工程。大力

探索路地协同新机制新模式，努力

打造路地合作新典范。

刘振芳在致辞时说，东方枢纽

上海东站的开工建设，是国家铁路

集团和上海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上海工作的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全国两会精神、加快构建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具体行动。要提

高政治站位，心系“国之大者”，坚持

国家铁路、人民铁路的战略定位，优

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强化铁路运

输服务功能，努力让旅客体验更美

好，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形象

和内涵，切实把东方枢纽上海东站

建设成为推进综合交通一体化、促

进“四网融合”的示范性工程，打造

成新时代站城融合路地合作新典

范、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引擎。

更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更有力服务支撑交通强国建设

本报讯（记者 叶薇）以“打造

创新主引擎 抢占未来新机遇”为

主题的上海市产业技术创新大会

昨天召开。张江、临港和大零号

湾被授予上海市首批未来产业先

导区。今后，未来产业先导区将

能够在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成果

转化、示范应用等方面发挥先导

引领作用。

上海（张江）未来产业先导区

将发挥大科学装置、高能级创新平

台和硬核产业集聚优势，重点布局

未来健康、未来芯片、未来智能以

及未来能源材料等领域，目标是到

2030年，未来产业规模能够达到

2000亿元左右。

上海（临港）未来产业先导区

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开放优

势和前沿产业集群优势，重点布局

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

来空间等重点领域，目标到2030

年，未来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

左右。

上海（大零号湾）未来产业先

导区将发挥高校资源集聚、全球创

新创业集聚区品牌和紫竹国家级

高新区高端产业集聚优势，重点布

局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

三大方向，目标到2030年，未来产

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左右。

上海是国内最早布局发展未

来产业的城市之一，2022年9月，

市政府率先发布了《上海打造未来

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

集群行动方案》，全面推动未来产

业落子布局，提出打造未来健康、

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

来材料五大产业集群，发力包括脑

机接口、生物安全、智能计算、量子

计算、深海探采、高端膜材料等16

个细分产业。

在产业技术创新大会现场，不

少来自科研机构、市场主体的前沿

研究项目崭露头角。上海交大医疗

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高安柱所在的

研究团队目前正在开发一种纤微机

器人，纤细微小，直径在亚毫米级

别，进到人体内，能可控地弯曲，主

要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和脑电信

号的采集。高安柱介绍，实现小尺

度器械制备的同时不能牺牲功能，

意味着现有技术都要更新迭代。“研

究院也有一些基础研究中心，提供

0到1的技术的积累；我们在高校里

去解决1到10，希望在企业里做到

10到100，在医院去做临床的应用

和转化。目前在磁共振兼容的心血

管领域，已经开发好了系统的原理

样机，未来有望依托研究院与上海

各医院建立的临床研究中心，实现

临床转化。”

在未来能源领域，上海吸引到

一批全球范围内顶尖的能源研究

人才。

等离子体物理和核聚变能源

研究科学家郭后扬在上海创办了

能量奇点聚变能开发公司，致力于

研发有商业发电潜力的高温超导

托卡马克装置及运行控制系统，为

未来聚变发电堆提供高性价比、高

可靠性的核心组件和服务。“受益

于上海良好的科创、产业和人才政

策，过去一年里，我们从国内、海外

吸引大量人才，快速组建了一支世

界顶尖的物理和工程研发团队，从

一支4个人的队伍发展到目前80

多人的团队，其中博士占比32%、

硕士占比28%、本科占比30%，还

有像高级钳工这样的高技能人

才。”据郭后扬透露，今年底，使用

高温超导材料建造的托卡马克工

程将有重大进展。

上海加快布局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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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张江、临港和大零号湾成首批先导区

本报讯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与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沪签署

“十四五”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上海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会见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

长张克俭一行。

陈吉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国

防科技工业局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各

方面工作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在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作出上海的更大

贡献。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上海的重大战

略使命，国防科技工业对地方科技

创新和产业发展具有强大赋能作

用。希望国防科技工业局一如既

往给予上海指导和支持，以此次协

议签署为契机，双方优势互补、深

化合作，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在沪布局，推动更多创新平台

在沪落地，把更多重大战略任务放

在上海，共同推进相关先导产业和

重点产业发展。上海将全力服务

国家战略实施，全力做好各项服务

保障，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在沪高质

量发展。

张克俭感谢上海市委、市政府

一直以来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关心和

支持。他指出，上海是我国国防科

技工业重镇之一，多年来与国防科

工局开展广泛深入的战略合作，为

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

表示，希望与上海市一道以贯彻落

实局市战略合作协议为抓手，深挖

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推动

国防科技工业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龚正、张克俭出席签约仪式。

副市长李政、国防科工局副局长李

立功代表双方签约。

市领导张为、国防科工局副局

长潘爱华参加相关活动。

根据协议，局市双方将按照“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建”的原

则，在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服务保障国家

重大任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政策先行先试等方

面深入合作，共同推进国防科技工

业体系布局优化和上海经济高质量

发展。

把更多重大战略任务放在上海
国防科工局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十四五”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陈吉宁龚正会见张克俭一行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开建地下基础
陈吉宁刘振芳出席上海市与国家铁路集团路地合作系列活动，龚正致辞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东方枢
纽上海东站计划于“十四五”末建

成，计划新增5000万人次年旅客吞

吐能力，成为仅次于上海虹桥站的

上海第二大铁路客运站，并且充当

连接长三角与全球的世界级交通枢

纽。

202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上海将在今年启动建

设东方综合交通枢纽上海东站，它

选址在浦东新区的祝桥镇，车场规

模按照14台30线进行规划控制，核

心区建设用地规模将达到2.2平方

公里。

未来，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会

接入沪通铁路和沪乍杭铁路，并可

引入沪苏湖铁路等。同时，上海东

站还将通过上海机场联络线与上海

虹桥站连接，并接入两港快线（南汇

支线）、铁路东西联络线等线路，搭

建起“5条市域线+2条市区线+多条

局域线”的布局。

乘客在上海东站乘坐机场联络

线，两站即可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通过一并落成的机场快线，从上

海东站到虹桥站，只需40分钟左

右。浦东新区则将以浦东国际机场

和上海东站为核心，打造比肩虹桥

枢纽的东方枢纽。

据悉，东方枢纽上海东站计划

于“十四五”末建成，计划新增5000

万人次年旅客吞吐能力，总投资达

1500亿元。建成后将助力上海形

成“西有虹桥枢纽、东有东方枢纽”

的格局，成为连接长三角与全球的

世界级交通枢纽。

比肩虹桥 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