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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企业“出题”、政府“选题”、联合

“答题”，跨区域协同“揭榜挂帅”路

径，长三角首批15个联合攻关项目

加快推进，第二批28个联合攻关项

目启动；探索“项目经理制”“团队参

股”“拨投结合”等举措，长三角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需

求超736项……在长三角这片热

土，跨区域流动的“活水”浇灌“科创

花”，结出“产业果”。

成果转化
跨越“死亡之谷”
从学术到产业之间有一个鸿

沟，被称为“死亡之谷”，阻碍着科技

成果的转化。总部位于上海张江科

学城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正是为解决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而成立的。

“拨投结合”即是试验田的创新

举措。聚焦前沿早期风险度高、市

场判断失灵、但有可能对未来产业

和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填补空白

的技术项目，长三角国创中心选聘

项目经理团队，孵化成立核心团队

绝对控股的项目公司，财政资金按

科研项目投入支持，获得社会化融

资后，前期投入转化为股权。

自2021年6月揭牌成立以来，

长三角国创中心坚持“研发作为产

业，技术作为商品”的理念，与180

多家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和机构开

展合作，与行业龙头企业累计共建

446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累计解

决企业技术需求超736项。

长三角国创中心在上海开展

“拨投结合”项目的公司已超14个，

覆盖宝山、嘉定、虹口等地区。在发

挥上海科创中心龙头带动作用的同

时，国创中心强化苏浙皖创新优势，

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共建淮安

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强化产业技术

供给，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泰

州市设立总规模2亿元的重大项目

“拨投结合”资金池；在南通市成立

长三角国创中心首家分中心，一体

化推进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建

设、实施重大科创项目……通过发

挥中心节点作用，下好长三角乃至

全国资源配置的“一盘棋”。

跨域联动
协同创新发展
从“概念”到“产品”，从“成果”

到“产业”，从“实验室”到“市

场”……不久前举行的深入推进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科创生态建设大

会上，12家单位被授牌为科技成果转

化概念验证中心，为高校院所、科创

企业等提供科技成果评估、技术可行

性分析、商业评价等服务，优化整合

人才、成果、资本和市场等要素，打通

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如今，九城市GDP占全国比重上

升到1/15；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全国

1/7；科创板上市企业数超全国1/5，进

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超1/8……依

托G60高速公路和沪苏湖高铁等交

通大通道，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历

经1.0版源起松江、2.0版联通嘉杭、

3.0版九城共建，探索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科创走廊和重要创新策源

地。例如，今年以来，长三角G60联

席办会同量子领域头部企业、专业

机构，先后赴苏州、湖州、芜湖、宣

城、金华、嘉兴、合肥等城市调研推

进G60量子通信网络建设和应用创

新工作。

而在地处沪苏浙交界的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个

科创绿谷正在加速成型。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一批

长三角高端科研院所相继入驻；浙大

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6个未来

实验室、嘉善复旦研究院、祥符实

验室陆续落地运行；500多名科研人

员在此长驻，纳米医学、未来食品、AI

芯片等大量前沿高端项目在此萌芽、

生长……从“生态绿地”到“科创高

地”，为长三角示范区提供不竭的科

创动力。 本报记者 吕倩雯

长三角加强科技和产业协同创新

跨域活水浇灌，科创花结出产业果

幸福可感
青浦新城有一个很“长”的公园

——环城水系公园，拥有长达21公

里滨水廊道。这个公园由淀浦河、

油墩港、上达河和西大盈港等四条

共约21公里的骨干河道组成，青浦

新城核心区的24平方公里实际上

正是由这些河道围合而成。

环城水系公园的上善广场是颇

受市民喜爱的网红打卡点。青浦拥

有知名的水乡古镇，古韵深厚，“上善

若水”正是青浦的精神与品格。上善

广场由上善驿、上善桥、滨水观光走

廊、音乐喷泉、游艇码头等景点组成，

将传统江南水文化和休闲健身娱乐

融合，营造生态宜居的水系环境。

在青浦新城的另一角，占地

130亩的夏阳湖是新城内最大的人

工湖。远远望去，干净清澈的湖面，

像镶嵌在此的一块翡翠。周边居民

常来慢跑锻炼，令人心情愉悦。

在青浦新城91.1平方公里的总

面积中，水域空间占据了重要位置，

人水相亲的画面随处可见。因此，

从规划之初，水，就是青浦新城的核

心元素。

水绿交融
据青浦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

李峥介绍，青浦新城涉及2片区

域——中央商务区和江南新天地。

在总体城市设计中，将水系作为组

织新城空间的重要纽带，做足“水文

章”，有机叠合路网、绿网、公共服务

等要素，形成了“上字水脉、魅力岛

链”的总体城市设计构架。

“十四五”期间，在“上字水脉”

上，将重点打造上达创芯岛和江南

新天地两个示范样板区。

上达创芯岛，位于新城盈港路

北侧，规划总面积3平方公里，作为

新城的功能集聚区，将以建设高辨

识度的新城中心为目标，辐射带动

中央商务区东西两侧片区双向发

展，打造“创新型中央活动区、新江

南共享智慧岛”。

江南新天地，位于青浦老城厢，

它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古塔

古园、商市码头、传统民宅有序分布

其间，市井街巷、传统集市、工业遗

存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印记，外围河

道水系环绕，形成了岛陆交错的水

乡空间。规划将以传统文化复兴和

新老文化融合为目标，着力打造具

有江南韵味、蓝绿共生的“文化活力

区”，并通过环城水系三期工程与中

央商务区进行互动。

数创高地
五个新城是上海面向未来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数字化重塑未

来城市形态的集中示范。为加快推

动五个新城数字化转型先行区建

设，推动实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多部门联合出

台《上海市新城数字化转型规划建

设导引》。其中，青浦区创造性提出

建设长三角数字干线的构想。

长三角数字干线于2022年正

式启动建设，是发端于青浦区，以数

字经济为本源，依托G50主干廊道，

与沿线城市构建形成紧密合作的创

新链和产业链，共同推进生活数字

化、治理数字化，协同打造一流新型

的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发展带。

随着长三角数字干线的建设，

青浦新城的数字城市面貌已焕然一

新。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牢固，青浦

新城目前已集聚技术中心约100

家、各级孵化器约20家；数字产业

集群效应也更加凸显，数字智造产

业规模持续壮大，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势头良好；数字城市运行更加智

慧，“AI法治青浦”已试点投入，“一

网统管”实现全覆盖，“幸福云”居民

端注册用户近30万人次。

上海市青浦区副区长肖辉告诉

记者，“我们着力将青浦新城打造成

为‘创新核’的未来城市。青浦新城

是‘长三角数字干线’的‘极中极’

‘核中核’，创新提出打造‘5F数字

之城’，正在加快建设上海数据集

团、‘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

和数据中心集群等重点创新载体。”

“当前，新一轮长三角数字干线

青浦区行动方案正在编制，我们将

持续推动新城的数字之城建设，大

力吸引全球的数字创新创业创意人

才，一起建设好面向长三角的独立

综合性节点数字之城。”青浦区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吕剑说。

乐享生活
“青浦新城正打造成为‘温暖

家’的人民城市。我们积极推进青

浦老城厢城市更新，营造‘建筑是可

以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

是最宜休憩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

的’高品质生活。”肖辉说。

据介绍，以老城厢保护更新为

核心，青浦新城打造集历史文化、城

市文化、水岸文化、艺术生态及可持

续发展为一体的文化活力区。以青

浦县志内容为依据创作的纱幕投影

作品《四时》，完美展现了新青浦、最

江南的四时之美。上海世界华人龙

舟邀请赛、中国好车手系列赛、环上

海 ·新城自行车公开赛等重大赛事

影响力不断扩大。

作为东西翼分别有两个国家级

战略的片区，青浦新城不仅要做链

接上海大都市圈、辐射长三角城市

群的枢纽城市，还要成为既繁华又

优雅的、具有江南文化特征的新城，

更要成为一座让人民群众充盈着幸

福感的城市。一座未来之城正在崛

起。 本报记者 杨欢

■ 夜色中的青浦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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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地图上，“五个新城”像一张
拉开的弓，对准广阔的长三角腹地。其
中，青浦新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青浦
区既和浙江省嘉善县接壤，又与江苏省
苏州市吴江区、昆山市相连，这在上海的
行政区中是“独一份”。青浦新城处于上
海面向长三角的中心节点和关键链接
上，犹如弯弓里的一支箭，破空而出。
昨天，“媒体看新城”集中采访活

动的第二站来到青浦新城。一座诞生
于新时代的独立综合性节点新城，应
该是什么模样？青浦答卷展现眼前：
高颜值、最江南、创新核、温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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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锣密鼓建设中的G60科创云廊二期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