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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宝山将现科创新

地标——智力广场，该项目作为宝山区重大

产业项目，将围绕数字经济及新一代信息技

术领域，以科创企业总部、数字商贸、智慧物

联等为产业方向，打造数智互联总部中心。

今天上午，智力广场项目举行了开工仪

式。项目位于庙行镇，北至蕰藻浜，南至婚礼

中心，西至智力产业园，东至共和新路。总建

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8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将在呼

兰西路南北两侧各建造一幢办公楼，与轨交1

号线呼兰西路站、18号线呼兰站换乘交换站

贯通。计划总投资约15亿元，预计2027年10

月整体竣工，届时将成为“双轨交上的科创新

地标”。

智力广场项目所在地前身是堪称远东

最大棉花仓库的上海纺发纪蕴路仓库。上世

纪90年代末，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外环线以内

的纺织企业逐步“关停并转”，棉花仓库收益

大幅下降。2008年，庙行镇政府与东方国际

集团在此联手打造了集办公、设计、研发、展

示于一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上海智

力产业园，也是上海首批挂牌的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为贯彻宝山“北转型”战略，全力支

持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智力广场项目应运

而生。

根据规划，轨交18号线呼兰路站将在园

区内设置4个出入口。项目整体与18号线同

步建设，未来将具备18号线与1号线站内换

乘功能。项目负责人表示，今天开工后将全

力以赴确保9月30日前完成地铁换乘大厅裙

房结构施工，为轨交18号线实现今年12月底

通车的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宝山打造数智互联总部中心 计划投资约15亿元

远东最大棉花仓库
将变身科创新地标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时链科技是一家

扎根“数通链谷”的零碳数智化城市服务商。

近年来，该企业在综合能源服务领域深耕细

作，已成为智慧能源管理领域的“链主”企业，

应用落地项目超过300个，覆盖建筑面积超

3000万平方米。“作为第一批‘谷民’，我们将

擅长的数据算法与区块链技术融合，找到了

应用场景与上下游企业，营收规模翻了一

番。”时链科技创始人、CEO闫磊说。

昨天，记者从“数通链谷”一周年媒体采

访活动上获悉，目前，静安区集聚了165家区

块链企业，一年内企业数量增长幅度超

300%，“链主”企业达到27家。区块链企业

注册资本超70亿元，2024年营收超

210亿元，税收规模超2.4亿元；培育了“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18家，“小巨人”企业3家，独

角兽企业1家。

这份亮眼的成绩单，离不开位于中环北

翼的“数通链谷”。2024年4月，“数通链谷”

在静安区市北高新园区挂牌，目标是打造

“通全球、链世界”的国家区块链应用示范

区。时链科技创始人、CEO闫磊告诉记者，

园区开张伊始，静安就给出了实打实的政策

支持，从促进产业集聚和能级提升、深化场

景应用和技术研发、强化人才支持和服务保

障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这是吸引他的重

要原因。

为了让企业的区块链技术找

到更多应用场景，静安区还打造了全国首个

以区块链为主题的场景集市，通过线上线下

招募有需求的企业，精准地为供需双方搭建

平台、建立联系，已举办6场活动。目前，静安

区围绕航运贸易、金融保险、农产品溯源、司

法公证、单证查重、碳足迹存证等30多个领域

开发上线了152个应用场景，服务辐射全国

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未来，静安区将加快推出具有示范性、标

杆性的应用场景，探索可落地的商业模式，加

速实现“产品”到“商品”再到“用品”的价值跃

升，力争到2026年，形成在航运贸易、供应链

金融、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区块链重大和

特色应用场景300个。

一只巨型“霸王龙”昨天

空降南京路步行街外滩 ·中

央广场，拉开了“多元宇宙乐

园”限时体验的序幕。

据介绍，此次“多元宇宙

乐园”将数字化内容无缝融

入现实空间，游客观众可通

过手势操作穿梭时空、与场

景互动。该活动将持续至6

月9日。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目前，黄浦区正

全力打造“金融科技集聚区”。昨天下午，

2025年黄浦区重点企业恳谈会暨投资黄浦推

介会举办，推介金融科技集聚区和“特色产业

集聚楼宇”。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条例》《上海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

中心建设行动方案》，黄浦在全市率先发布建

设金融科技集聚区行动方案，主动扩大提升科

技创新发展的空间载体，加快推进“中央科创

区”建设，深化外滩金融集聚带“南延西拓”和

能级提升，将外滩金融集聚带+中央科创区“一

带一区”锁定为金融科技集聚区核心区域，并

辐射黄浦区全域，促进金融科技集聚发展。

《黄浦区建设金融科技集聚区行动方案》

聚焦四个方面——

◆ 产业发展
大力优化金融科技集聚区载体空间建

设，包括区内首个金融科技特色楼宇金外滩

国际广场。黄浦将继续统筹区内空间资源，

挖掘更多可供金融科技企业机构发展落地的

储备载体，加速形成产业规模效应。

◆ 技术创新
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提升集

聚区创新策源功能。推动金融科技应用场景转

化落地，助力打造上海“金融科技应用示范带”。

◆ 优化服务
针对企业，黄浦充分发挥各类政府引导

基金作用，助力企业融资发展。针对人才，黄

浦会为金融科技人才发展提供综合服务保

障，包括人才引进、培训认定、人才安居等一

系列配套服务。

◆ 创建品牌
黄浦支持举办高能级行业活动，鼓励参

与核心标准研究，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

融科技”品牌矩阵。

聚焦金融科技产业发展，黄浦将持续加

大产业扶持力度，未来每年将拿出不少于5亿

元的金融科技产业扶持资金，对于行业领先、

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主体，将给予

1000万至1亿元的产业扶持，使黄浦真正成

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沃土。

静安 吸引   家区块链企业

巨型“霸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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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步行街

黄浦 建设金融科技集聚区

来自巴基斯坦的4岁
女孩艾莎患有重型地中海
贫血症，近日在上海通过中
国原创基因编辑技术成功
治愈，摆脱了长期输血依
赖，重获健康生活。作为全
球首位接受这项中国技术
治疗的外籍儿童患者，艾莎
的康复案例具有特殊意义：
不仅突破了重型β-地中海
贫血症“终身输血”的传统治
疗困局，实现了“一次治疗，
终身治愈”的医学突破；另一
方面，这一成功案例将加速
推动中国原创基因编辑技术
的临床转化进程，为全球更
多患者带来治愈希望。
跨越国界的生命救援，

改变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
命运，更见证了中国医疗技
术为全球患者打开希望之
门。艾莎获得成功治疗的
好消息上了网络热搜，其中有
一条网评引发深思：“他们终
于意识到强大的国家才是最
好的依靠，而这也是我们中
国来时的路，愿拉别人一
把。”这句话看似朴素，却道
出了国际医疗合作的意义：
国家的强大，医学技术的进
步，不是孤芳自赏的勋章，而
是要为更多人遮风挡雨。
上世纪60年代，中国

在自身医疗资源匮乏之
时，仍向非洲派出首批医
疗队。如今，当我们在基
因编辑领域实现突破，第
一时间将技术用于救治发
展中国家患者。中国的国
际医疗合作之路，始终带
着“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
他人撑伞”的温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

到了随着医疗技术和品质
的不断跃升，也为上海发
展国际医疗服务带来了更
多可能性。随着群众生活
水平提升，健康与养生的
需求日渐增加，叠加交通
便利等因素，上海接诊的
跨国病例日渐增多，国际
医疗已成为快速增长的产
业之一。因此，发展国际
医疗，也成为近年来上海
加快建设国际医学中心城
市的重要举措。
上海作为中国医疗对外开放的前沿

窗口，国际化探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就在全国率先
开展涉外医疗服务；2017年，上海新虹桥
国际医学中心入选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
地，标志着上海在国际医疗领域取得重
要突破；去年，上海发布“国际医疗服务
规范”地方标准，并发布“推进上海国际
医疗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展现了上海
在医疗国际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
从最初的涉外医疗服务起步，到

如今逐步完善的国际医疗标准体系，
上海始终秉持“服务本土、惠及全球”
的理念，在医疗技术创新与国际化发
展间构建桥梁。这些探索实践正在为
全国医疗对外开放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样板——提升本土医疗服务质量形成
内生动力，同步增强对国际患者的服
务吸引力，这正是上海发展国际医疗服
务的创新路径。
正如艾莎妈妈所说“中国是我最爱

的国家”，这一感人话语背后，我们看到
的不仅是跨国医患情谊的温度，更是中
国医疗技术给全球患者带来的新生希
望。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像艾莎这样
的患者，在中国医疗技术的帮助下，重
燃生命之光，开启全新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