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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
传奇

图。

这样一个从名字开始就充满时尚韵味的街区，坐落在阜新

路上的一个老弄堂里，过去同样被影响环境的临街餐饮等业态

占据。改造完成后，二楼的阿姨们在阳台上晾衣服时惊奇地发

现，楼下的门面居然开起了阿斯顿马丁这种豪车的线下体验店。

再走几步，还有许多由大学或企业打造的和社区发展相关又充

满科技内涵的实验室。

从 NICE2035 未来生活原型街区往西，跨过四平路，很快

就能来到同济大学边上的赤峰路。将前者的理念延伸过来，把

赤峰路位于四平路和密云路之间的这一段升级为“NICE2035 赤

峰未来生活原型街区”，这是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正在规划的一

件大事。

《新民周刊》记者看到，在设计概念描述里，赤峰路上当

前的一些工厂、酒店等物业将被改造为对学校师生和社区居民

开放的创新实验室、文化艺术场所，赤峰路南侧的一系列空间

将被打通，与周边的社区融为一体。AI、5G 技术和创意设计融

为一体，许多细节非常具有未来感。例如，路边的公交站被设

计为带有可以智能感应的大伞，平时伞是收起来的，当有人走

到下方或者车辆进站时，像花瓣一样的伞面就会自动打开。

“三区融合的新模式、设计创新的加速器、创新创业的新

机制、社区生活的新场景”，这是新赤峰路被给予的愿景，也

是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升级再出发的路径。

从长三角到面向世界的担当

西部核心区，发展五角场城市副中心、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等重点功能区串联起来的创新经济走廊；

中部提升区，重点利用老厂房的资源，建设大批科技园区和众

创空间，构筑创客生态社区；东部战略区，利用 15.5 公里的滨

江岸线和大量历史风貌保护建筑，打造工业博物馆群落和开放

共享的公共创新空间。杨浦的双创版图，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人

们眼前。

2018 年 4 月，李克强总理到长阳创谷视察时，对杨浦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创新生态系统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

11 月，杨浦区“着眼建设世界级创谷，打造双创升级版”被列

入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2017 年 -2019 年，

杨浦区连续三年被国务院评为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区域双创

示范基地。

在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的过程中，“三区联动”“老厂房改造”

和“双创街区”已经成为杨浦的三大优势，在这一基础上，杨

浦又逐步形成了“科技金融”“长三角一体化”和“双创国际化”

三个新特色。

“融资难、融资贵”是双创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杨浦区

在上海首创“双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链”，根据企业

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为它们量身打造了“星火燎原”“梦

想起航”“天使召唤”“投贷加速”“天马养成”五大计划，

精准为企业服务。杨浦区还率先发起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

创业投资服务联盟。

科创板推行并试点注册制的机遇到来时，杨浦区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复旦大学联合设立浦江资本市场实训基地，联合投行、

律所等专业机构开设长三角科创板预备营，为企业登陆科创板

提供服务。其中，优刻得已获科创板受理，复旦微电子、商米

科技等 20 余家拟上市重点企业库也已建立起来。

2018 年 4 月，杨浦区倡议长三角区域内 25 家国家双创示

范基地成立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

家战略后，杨浦更多思考的是如何落实联盟对区域内双创的推

进。

“现在长三角范围内的各种联盟非常多，但如果只是搭

起台子、每隔一段时间开开会，那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落

在实事上。”杨浦区发改委副主任余科辉对《新民周刊》记

者表示。

今年 4 月，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大会上，杨浦主导的

建立理事会机构和推进“九件实事”的思路，得以落地。大会

推选杨浦为联盟首任理事长单位和秘书处所在地，成立了 4 个

产业类专业委员会和 2 个服务类专业委员会。“九件实事”中，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推进专题”系列活动“双创下午茶”企业对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