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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达·魔都号”
开启完工试航

本报讯（记者 叶薇 特约通讯员 何宝新）今天

上午，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 ·魔都号”在拖船的牵引

下，缓缓驶离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外高桥造船

4号码头，开启完工验证新航程。这是它继7月24日

圆满完成第一次试航所有试验项目后，时隔45天再次

整装起航，全面实施最终的完工试航计划。

在两次试航的间歇期，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团队

全力推进内装工程和相关系统功能测试，为完工试航

创造条件。其中，舱室、餐饮等区域的内装工程基本接

近尾声，乘客梯道、影院剧场、中庭广场、水上乐园、高

空绳索运动项目等公共区域建成或基本建成，整体进

度达到95%。

参加完工试航的有1300多人，其中外籍人员达

100多人。这次完工试航将对涉及31份调试程序约

90项海试项目开展测试和检验。如果说第一次试

航主要是初步验证系统功能，那么这次完工试航，

将对全船的航行系统、推进系统、电站管理（PMS）系

统、火警系统、广播系统，以及自动化智能电网功

能、振动噪声、安全返港等进行全面验证提交，验证

《高技术远洋客船航行试验关键技术研究》《邮轮舱

室环境控制系统研究》《高技术远洋客船振动噪声

控制技术研究》等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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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热气腾腾 发力上新

本报讯（记者 毛丽君）“2023长三角乡

村振兴大会”明天将在金山区拉开大幕，主题

为“以科技创新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自

沪苏浙皖的业内专家学者展开头脑风暴的同

时，四地农业科技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也将

一一亮相，推动长三角区域地市农业科技创

新联动发展。

四层楼房的规模化生态养猪场、一棵树

上结出20多个葡萄品种、上海首个农业机器

人研发中心、亚洲最大单体玻璃温室……在

金山，科技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

生产力，而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都将成为

长三角农业发展的助力，为乡村振兴赋能。

“金山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桥

头堡，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我们希望搭建一

个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信息沟通的平

台，加强各地的合作交流，这是举办活动的初

衷。”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党组书记沈文说。

2022年11月22日，金山区携手现代服务

业联合会，发起并举办主题为“以产业融合发

展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的“2022年乡村振兴

长三角市长研讨会”。活动得到长三角区域

21个地市（区）的大力支持，10个地市（区）签

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长三角乡村振兴

一体化发展倡议书》。“我们与长三角许多城

市在加强农业产业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与

安徽六安、淮北等地都有深入的合作。”沈文

表示。

近年来，金山区立足自身农业资源禀赋，

依托与上海市农科院“区院合作”平台，农业

科技创新走在区域前列，2023年4月，成功入

选首批“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从种

源到生态，从品牌到人才，金山区农业科技综

合实力逐步提升，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不

断加快。

在廊下镇蘑菇现代化联栋大棚里，电脑

自动控制环境温度、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

等参数，模拟出适宜气候，全年蘑菇种植可实

现11个周期，每平方米年产量是传统种植的

近40倍；在九丰现代智慧农业博览园，自行设

计的亚洲最大单体玻璃温室，单体10万平方

米的全环境智能温室种植了100多种茄果类

蔬菜，每天上市5—6吨……农业的高质量增

产，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一个个案例都是

金山农业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的新机制新模式

的实践探索。

“金山发展的是都市现代化农业，我们有

技术、有资金、有人才，但缺乏土地资源，在探

索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可以为长三角区域甚

至更多地方提供科技输出，比如，好种源研发

在金山，可以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市规模化种

植。”沈文说，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的联动发展

有许多生动案例，都将在本届大会现场展示，

“届时，相信大家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

北部：强化核心功能
积极推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升级版政策

落地，争取加大跨境贸易、离岸贸易、跨境投

资便利化、高水平医疗服务供给等政策落地

应用。建设更高水平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

聚焦重点产业，打造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大

力拓展贸易、人才、法律、金融等标志性、引领

性功能平台和服务机构的引进，持续高水平

推进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建设，打造国际企

业进入中国的“会客厅”、中国企业进军海外

的“登机口”，努力成为上海创建“丝路电商”

合作先行区中的“虹桥支点”。

南部：三区联动发展
推动校区、园区、城区三区联动发展，进

一步推动区域创新水平提升。聚焦生物医

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领

域，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加强基础研究

和技术攻关。加快高质量孵化器、大学科技

园、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构建全链条孵化培

育体系。设立“大零号湾”创投基金，建设“大

零号湾”金融港，构建全过程科技创新金融支

持体系。加快“大零号湾”科创成果转化中

心、“大零号湾”国际智能医疗创新中心、宁德

时代未来能源研究院等重点项目的建设。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制造业立区”，推进高端装备、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聚

势，争取在航空航天、新能源、基因技术、量

子科技等领域培育一批硬核企业。加快未

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加快绿色低碳、数字经

济、未来能源等新赛道布局。坚持“服务业

强区”，推进国际商贸、科技服务、现代金

融、文化创意等多点布局、形成集群，促进

医疗健康服务、专业服务发展壮大，推动生

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加大“两旧一村”改造力度，全力推进吴

泾镇龙吴路5530弄旧住房成套改造。深化全

国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再建设3—4个市级

示范性高质量学区（集团），办好每一所家门

口的好学校。加快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建设试点，建设区域性医疗中心“六个一”工

程，促进医疗资源和居民就医“双下沉”。

今年上半年，闵行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7%；完成区级财政收入181.37亿元，同比增

长24.5%，高质量发展基石不断夯实。目前，

全区汇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5家、外资研发

中心87家、上市企业49家；全区高新技术企

业达3386家、专精特新企业461家。

本报记者 鲁哲

制造业立区 服务业强区
闵行立足“一南一北”打造创新发展新高地

以科技创新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3长三角乡村振兴大会明天在金山开幕

立足“一南一北”，打造创新发展新
高地。7日上午，“高质量发展在申城”
市政府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闵行区专
场在大零号湾科创大厦举行。闵行区
委书记陈宇剑介绍了闵行区推动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闵行区委
副书记、区长陈华文，闵行区发改委主
任韩永强，闵行区科委主任徐豪共同出
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陈宇剑介绍，闵行把虹桥国际中央

商务区、“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区作为闵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
关键增长极、首位主战场，充分发挥“一
南一北”两大战略支点和创新开放两大
战略对闵行整体发展的牵引带动作用，
进一步强化“四大功能”承载力，努力当
好“施工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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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线

特斯拉上海工厂
第200万辆整车

本报讯（记者 杨欢）昨天，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第200万辆整车从生产线上缓缓驶出。从第100万辆

到第200万辆，仅用时不到13个月，跑出了新的“特斯

拉速度”。

2019年1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开工，当年12月

第一辆整车下线，创造“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

当年上市”的“特斯拉速度”。两年多后，2022年8月，第

100万辆整车下线。

“‘特斯拉速度’一次次刷新，离不开中国、上海和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优质的营商环境。”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生产制造高级总监宋钢表示，长三角完备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上海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通江

达海的地理位置等帮助特斯拉快速成长。

第200万辆整车下线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实力。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目前产业链本土化率已超过

95%，99.99%的员工都是中国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在长三角形成了汇聚电池、汽车芯片、精密加工等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全生态链。

据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处长陆瑜

介绍，作为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整车制造企业，特斯拉

快速推动供应链本地化，带动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成

为临港新片区的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封顶

临港新地标
主楼核心筒

本报讯（记者 杨欢）昨天，临港在建最高标志性
建筑西岛金融中心主楼核心筒全面封顶。

西岛金融中心主楼项目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

包含地上两座近200米超高层建筑，附属裙房及两层

地下室，集办公、酒店、商业于一体，建成后将成为新片

区金融总部办公为主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上海临港

现代服务业开放区最重要的产业载体和区域新地标。

“封闭施工，智能抬升，实现了高楼的工厂化建造，

安全又高效”，中建二局项目负责人吴逸介绍的这一全

新造楼方式，“主角”正是智能集成超高层造楼机。造

楼机内部“别有洞天”，有投料区、控制区，还有自动降

尘养护系统。顶部的遥控液压布料机，可以高效进行

混凝土浇筑；底部是“中枢系统”总控室，可自动采集分

析位移及压力数据，及时控制纠偏。

据了解，造楼机主架体中设置墙柱钢筋绑扎混凝

土浇筑层、墙柱大模板作业层、外墙修补层，通过智能

手段控制，结构安装、钢筋绑扎、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

可同步施工。

与传统的超高层建造方式相比，超高层造楼机有

效减少了建筑垃圾排放，操作人员数量相对传统施工

工艺可节约50%。封闭的高空作业空间，也改善了工

人的施工条件，施工效率提高约30%。

（以此为准）【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闵行：充分发挥两大战略支点牵引带动作用

立足“一南一北”，打造创新发展新高地。7日上午，“高质量发展在申城”市政府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闵行区专场在大零号湾科创大厦举行。闵行区委书记陈宇剑介绍了闵行区推动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闵行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华文，闵行区发改委主任韩永强，闵行区科

委主任徐豪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陈宇剑介绍，闵行把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作为闵行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关键增长极、首位主战场，充分发挥“一南一北”两大战略支点和创新开放

两大战略对闵行整体发展的牵引带动作用，进一步强化“四大功能”承载力，努力当好“施工队

长”。

推动北部地区核心功能强化

他说，闵行将积极推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升级版政策落地，争取加大跨境贸易、离岸贸易、

跨境投资便利化、高水平医疗服务供给等政策落地应用。建设更高水平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

聚焦生物医药、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专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打造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大力

拓展贸易、人才、法律、金融等标志性、引领性功能平台和服务机构的引进，持续高水平推进虹桥

国际中央法务区建设，发挥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打造国际企业进入中国的“会客

厅”、中国企业进军海外的“登机口”，努力成为上海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中的“虹桥支

点”。

推动南部地区三区联动发展

在南部，闵行着力推动校区、园区、城区三区联动发展，进一步持续推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

升。陈宇剑说，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构建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体系，聚焦生物医药、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

加快高质量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构建全链条孵化培育体系。建立完善区

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设立“大零号湾”创投基金，建设“大零号湾”金融港，构建全

过程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加快“大零号湾”科创成果转化中心、“大零号湾”国际智能医疗创

新中心、宁德时代未来能源研究院等重点项目的建设。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闵行坚持“制造业立区”，按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导向，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产业蓬勃聚势，争取在航空航天、新能源、基因技术、量子科

技等领域培育一批硬核企业。加快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推进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未来能源等

新赛道和产业布局。坚持“服务业强区”，推进现代金融、文化创意、国际商贸、科技服务等重点

产业多点布局、形成集群，促进高端专业服务业、医疗健康服务业发展壮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

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提升

闵行将加大“两旧一村”改造力度，深化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再建设3-4个市级示范性

高质量学区（集团），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加快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建设

区域性医疗中心“六个一工程”，促进医疗资源和居民就医“双下沉”。

今年上半年，闵行区完成区级财政收入181.37亿元，同比增长24.5%，高质量发展基石不断

夯实。截至目前，闵行区已经汇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5家、外资研发中心87家，上市企业51家；

已累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386家、专精特新企业1213家。

新民晚报记者 鲁哲

（以此为准）【高质量发展在申城】闵行：充分发挥两大战略支点牵引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