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港新片区国际人才服务港集纳出入境接待、 人才服务等功能， 并为入驻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办公空间。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新片区国际人才服务港开港

为海内外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

坐落于滴水湖畔陆家嘴广场的临

港新片区国际人才服务港昨天开港 ，

建筑面积达 7000 平方米，集纳出入境

接待、人才服务等功能，并为入驻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办公空间。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部

长苗挺介绍， 新落成的国际人才服务

港，可以实现公共服务体验佳、市场服

务功能全、智慧服务能级高三大目标。

目前， 浦东新区人才交流中心和就业

促进中心、社保中心浦东分中心、市公

积金中心，以及公安外口办、公租房公

司等部门也派员入驻， 同新片区人才

服务中心一同提供 39 大类业务。

服务港一楼是浦东公安分局出入

境接待大厅，来自乌克兰的海昌海洋公

园员工娜斯提娅正在咨询工作类居留

许可延期。 “大厅里还有个‘小临通’，实

在太方便了。 ”咨询结束后，她高兴地

说。 “小临通”是新片区管委会设在出入

境接待大厅的服务窗口。 相关负责人表

示，新片区针对外籍人才停居留、就业

推出一揽子支持政策， 但对外国人来

说，要了解政策可能会花很长时间。 在

“小临通”窗口，他们只需告知自己的情

况，办事人员就会有针对性地推荐最为

合适的政策，提供“保姆式”服务。

伦茨（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负

责人施芳兰告诉记者， 他们企业有 300

多人，有不少外籍员工，每年需要办理

签证、居留许可等。 “以前我们办事要跑

到浦东民生路，开车来回就要两个多小

时。 现在，可以就近直接办理了。 ”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在二楼新设

了 APEC 商务旅行卡临港新片区受

理点 ，副主任周亚军介绍 ，申办旅行

卡后 ， 持卡人凭有效护照出入相关

APEC 经济体无须办理入境签证，且 5

年内可多次往返 ， 通关速度更快 ，停

留时间长达 60 到 90 天不等。 “在人才

服务港设置受理点， 能更好帮助新片

区企业‘走出去’。 ”

人才服务港四到五楼设有 “人才

服务智赋空间 ”， 首批吸引了临港外

服、临港中智、智联招聘 、易盟 、远茂 、

卓丰、 万亚 7 家知名人力资源企业入

驻。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余立越表示，临港外服将携手各方，在

新片区建设国际化、专业化、科技化人

才服务平台， 提升新片区人才全球化

配置能力， 并针对新片区产城发展规

划打造专业人才解决方案， 深耕高质

量、高效率的人力资源服务。

新片区管委会人力资源处副处长

杨武说，创建国际人才服务港，就是为

了在人才服务中体现 “临港温度”，更

好地将新片区各项人才政策落到实

处， 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对海内外人才

的强大吸引力。 未来新片区如果出台

海外人才引进新政策， 相关业务即可

第一时间在人才服务港落地办理。

汇聚五湖四海人才成就梦想
“钱不是吸引我来临港的理由，我

就是为圆自己的梦想而来的。 ”从市中

心的民企离职， 降薪来到临港新片区，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智慧城市研究员王

亮对自己的最新选择表明态度；东北小

伙葛琳通过新片区国内人才引进直接

落户的公示， 即将成为一名 “新上海

人”， 单身的他还能享受买房的特殊政

策，在这里安家落户……

挂牌一周年，临港新片区正通过一

系列高含金量的人才政策，广纳天下人

才， 让五湖四海的人才在这里成就梦

想、成就美好未来。

感觉自己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在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

公司质保部工作的葛琳近日通过了国

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的公示，即将成为

一名“新上海人”。

今年 5 月 1 日，临港新片区承接了

国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和留学回国人

员落户审批权，众多符合条件的人才开

始进行相关申报。除本市认证的高新技

术企业以外，在新片区注册企业具备重

点机构资质后，可为本单位具有本科学

士学位、所学专业与所从事岗位相匹配

的、 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

提出人才引进落户申请。

葛琳 2016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理工

大学轮机工程系，所学专业为紧缺型专

业，同年 8 月进入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

油机有限公司工作至今。满足两年工作

条件后，公司便帮他申请落户。但是，之

前相关申请要跑到杨浦区去办理，十分

不便。 在新片区承接相关事权后，葛琳

的相关申请转到了新片区。

90 后葛琳目前还是单身， 但受益

于新片区的购房政策， 在临港买了房。

“临港一天比一天繁华， 作为一个外地

人，很快就在上海落户、买房，感觉离梦

想又进了一步。 ”葛琳说，“相信新片区

人才政策落地的加快实施，将会让更多

在临港工作的人才享受到红利，也为打

造临港新片区人才高地提供有力的政

策保障。 ”

这里的氛围能让人很快融入

上海临港电力电子研究院刚刚吸

收了来自浙江大学和德国亚琛工业大

学的 10 多位新人， 让院长沈捷舒心的

是，新片区的产业规划和企业浓厚的科

研氛围，让新人们很快融入了这家以研

发为主的企业。

不少求职者冲着 “临港新片区”这

块金字招牌而来。浙江大学电力电子学

院硕士研究生李一粟在校期间就频繁

参与企业课题，步入职场后参与了企业

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关键环节———系统

功率半导体模块的平台测试项目 ，他

与团队一起研发功率模块， 在一次次

测试中完成了半导体模块的整体迭

代。 如今，这一项目已实现量产，打破

了国内多年依赖进口的局面。 李一粟

说，能够这么快将自身所学融入到项目

让他感到意外。

在加强人才住房保障方面， 新片

区定向微调限购政策、 调整商品住房

选房购房制度、实施限价商品房政策、

建设 “先租后售 ”公租房 、实施人才租

房补贴、 可申请租赁人才公寓等六方

面人才住房政策， 对于在新片区工作

的人才形成政策的梯度对接， 满足人

才租房、购房的多样化需求。

“临港新片区正在积极建设国际创

新协同区，集聚一批顶尖科学家和科研

平台，全力打造国际创新策源地和产业

孵化地。”沈捷表示，作为一家研发导向

的技术服务平台企业，服务社会、解决

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难点是我们最主

要的责任。 依靠政策支持，未来我们更

要加快脚步，为电力电子产业加速自主

研发创新、产业化水平提升以及行业人

才培养、增加社会就业而不断努力。

吸引更多年轻化国际化人才

一年来，临港新片区积极引进人才，

已有 1000 多人享受到政策优惠。 通过

“居转户” 落户优惠政策， 已有 60人落

户新片区； 新增人才引进重点机构 61

家， 受理人才引进直接落户申请 74例。

对于海外人才，新片区也在拓宽其

停居留便利，放宽从业和职业资格考试

限制。 比如拥有部分国家的建筑师、结

构工程师、 证券交易商等 14 种职业资

格的人才可在新片区备案后执业；拥有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通信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等的三类人才可直接在新

片区参加考试。

据了解， 目前已有 27 位外籍人才

及家属获得最长 5年的居留许可。 为促

进新片区内人才集聚、提高服务水平，欧

美同学会临港新片区分会已于今年 7月

底成立，国际人才服务港开港之后，留学

人员创业园也将于本月陆续开放。

目前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19-2035 年 ）》草案正在编制 。 到

2035 年 ， 新片区规划常住人口规模

250 万左右 ， 人口结构以年轻化 、国

际化 、高学历 、流动性为基本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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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品质品相放大舌尖上的“新食尚”
顾一琼

简单的茶点煮食之间， 不仅透露

着一个人的品德修养、 放大其真实的内

心世界， 更照鉴着整座城市、 整个社会

的品格与风尚。

春季鲥鱼、 刀鱼， 夏季枇杷、 西

瓜， 秋季河蟹， 冬季一碗热气腾腾的羊

肉面和全家福……这座城市里， 有关于

生活的哲学和品质， 就是在四季风物的

更替中缓缓递进、 放大。

特别是这种讲究， 更多地体现在

对食材、 对自然规律的尊崇， 对饮食

过程的节制、 自律和仪式感， 以及对

饮食品质的追求 。 也因此 ， 在强调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的当下， 人们

也持守着这样一种追求， 倡导消费不

浪费， 做精舌尖上的品相与品质， 从

而引领一场舌尖上的 “新食尚”。

俗话说 “要想身体健， 常带三分

饥与寒”。 上海作为中国人均期望寿命

最高的城市之一， 这与人们的饮食口

味与结构不无关系。

人们的饮食口味从 “浓油赤酱 ”

已转变为更青睐少油 、 少糖和少盐 ；

每一餐配搭合理， 以量少来保证饮食

多样化； 各类糕点小吃制作精细， 食

材用量适合食量。

这种细巧精致是上海长期以来海

纳百川逐渐形成的饮食文化的惯常 。

少有人知， 上海菜馆曾在国内率先首

创 “和菜”， 把冷盆、 热炒、 主菜和汤

配套供顾客点用。

再看看寻常百姓家。 上海阿姨出

门买早点是要穿着齐整、 把隔夜烫卷

的头发打理好再出门的； 传统早饭会

以隔夜吃剩的米饭加水煮成 “饭泡

粥”， 而下粥的酱菜、 乳腐等也是讲究

品牌选购的； 而上海人一向不善豪饮，

即便是家庭聚会也通常浅尝辄止， 且

多喜软性酒饮。

当下， 年轻一代更是发扬了这样

一种饮食理念与方式。 在上海， 格调

精致的下午茶和各种异国料理很受年

轻人喜爱 。 他们常常约上三五好友 ，

打扮精致 ， 从容用餐 ， 吃的是食物 ，

传递分享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厉行节俭的当下， 越来越多餐饮

商家放大了这样的品质与精致， 推出

小份菜、 半份菜， 引导人们吃得丰富、

吃得刚刚好； 而消费者也习惯了按需

点菜， 吃不完则打包带走， 尊重饮食

不浪费 ， 做真正意义上的 “美食家 ”

“生活家”。

以节制自律和品质品相放大舌尖

上的 “新食尚”， 传递珍惜珍重的生活

理念， 以一箪食、 一瓢饮向生活探寻

诗意， 这正是饮食赋予我们的真正价

值与意义。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个案实验”点爆“制度创新”

一年来，新片区产业政策和全产业链布局越来越完善

按下电控按键，新能源重卡换电站

工作人员唐旭峰 4分钟内就完成了重达

3吨的集卡电池更换， 而如果是原来的

集卡充电模式，耗时则长达 1小时。上海

首座重卡换电站昨天在临港新片区投

用，“共享集卡电池”新模式的背后，是新

片区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耕耘。

新片区一年来， 在产业政策和全产

业链布局越来越完善的双重效应下，越

来越多产业模式在这里进行“实验”，并藉

由快速响应的制度创新“开花结果”。 “在

国内大循环中引领带动产业升级， 在双

循环中提升要素市场的内外联通效率”，

服务新发展格局中， 新片区可以发挥其

他地方不具备条件的特殊作用。

上下游企业彼此“隔窗相望”

白帆生物高级副总经理徐建这几

天很忙，公司产线正在进行最后测试和

布局，白帆生物抗体原液和制剂生产基

地年内将投产，多年的心血终于要成为

现实。

今年 4 月，临港新片区四大战略新

兴产业中 生 物 医 药 的 唯 一 专 题 园

区———“生命蓝湾” 被授牌为上海五大

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之一。而白帆生

物早在去年就作为第一批生物医药头

部企业入驻园区。选择在“生命蓝湾”筹

建，其目标是打造国际领先的高端生物

制药工厂。

制药厂的选址，对空气洁净度要求

非常高。徐建领着团队深度参与了从最

初的选址、设计到施工建设管理的整个

过程，光是在选址上，前后就花了近两

年时间， 考察了国内十几个产业园区，

最终落地“生命蓝湾”。 如今，全公司上

下都对徐建的这一选择感到振奋。

与其他工业园区不同，“生命蓝湾”

更多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而这里的

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从工作环境、居住

环境、教育环境，到园区内的交通设施，

都让白帆团队坚定了扎根临港的信心。

透过徐建 3 楼办公室的窗户，就可

以看到提供生产用辅料的亮黑科技的

办公楼，产业链上下游近在咫尺。 今年

上半年的数据显示，“生命蓝湾”已吸引

30 多家在细分领域领先的生物医药企

业落户，总投资超 80 亿元，首期达产产

值预计 260 亿元 。 从原辅料供应 、

CDMO 服务供应商到医药生产企业，生

物医药研发、 生产全产业链的完善，带

动一批企业入驻，形成良性循环。

各产业之间也有“联姻结亲”

一年来，以“填补国家空白”“解决卡

脖子技术”为战略目标，临港新片区全力

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新能源、

民用航空等前沿产业集群， 持续推进强

链补链固链动作。 全产业链布局是临港

人心中的一杆秤：2019 年 10 月 18 日，

新片区发布“1+4”产业政策；揭牌 100天

之际， 新片区产业地图发布， 对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 4个

重点产业进行了明确的布局规划， 推动

区域产业集聚和错位发展。

比如，在新片区支持集成电路产业

若干政策中，就能够找到全产业链的影

子：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

备材料、EDA 等领域的企业，都能在临

港获得“落脚点”。 而在生物医药领域，

新片区既希望培育生物医药研发型企

业，也为他们提供产业承载空间。

“新片区的产业扶持政策也是全

产业链布局， 对初创型企业， 提供包

括研发、 楼宇、 人才政策在内的支持；

对扩大生产型企业， 有扩大再生产技

改扶持； 对企业走出去， 面向海外市

场， 在进出口、 融资方面， 正在研究

更多扶持政策。” 新片区管委会高新产

业和科技创新处副处长陆瑜表示， 经

过一年发展， 新片区产业之间的联动

也越来越频繁。

以集成电路为例，目前新片区已初

步形成环节全覆盖的产业链，落地集成

电路企业 40 余家， 涵盖芯片制造、装

备 、材料 、研发 、封测等产业链重要环

节。 在新片区的产业布局中，集成电路

上承人工智能、 无人驾驶等研究领域，

下接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

等制造领域，是产业布局中至关重要的

一环。

在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区，

商汤科技的智能驾驶研发中心正不断

推动自动驾驶技术迅速落地，同时将推

广路侧感知相关的应用。 截至目前，商

汤科技“智能车舱”产品与解决方案已

与国内外大部分主流车厂建立合作，包

括在新片区的上汽集团， 以及长城汽

车、比亚迪等。

“新片区在自动驾驶方面有很大优

势。”陆瑜说，“这是一项跨领域的技术，

虽然搭载在汽车上，但软件方面离不开

人工智能，硬件方面依赖集成电路。 这

两者，正是新片区大力支持、集聚发展

且有一定产业基础的领域。 ”

自动驾驶落地前，还要在大量应用

场景中测试。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

试区揭牌后，上汽、图森未来、追势科技

等企业都是这里的“常客”。 今年，上汽

智能重卡将进行商业化应用，有望为洋

山港的吞吐量增加科技力量，产业之间

的联动发展让更多企业能够展望未来。

“特事特办”迅速转化为制度

5 月 16 日挂牌运作的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是全国 151 个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中唯一一个特殊综合保税区。基于

“最大限度简化一线申报制度， 突出区

内经营自由”等利好，这里已出台了 88

条支持政策及产业规划。

目前，洋山特殊综保区各类大宗商

品交易企业落户数量已多达 400 余家，

每年贸易总额超 2000 亿元， 形成了独

特的优势产业集聚态势。 一年来，以德

国巴斯夫、美国嘉吉、中国石化、宝武原

料、摩科瑞、贡渥石油和润粮油为龙头

的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加快集聚落户。

作为统筹跨国企业在岸及离岸金

融业务的重要枢纽，临港新片区通过综

合运用 FT 账户（自由贸易账户）体系、

内外贸一体化、 海关监管等制度创新，

努力为大宗商品交易商提供一个与国

际接轨的贸易环境，逐步形成更具国际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洋山价格”或“临港

价格”体系。

从揭牌一年的实践来看，新片区的

制度创新常常起于个案，在人们熟知的

“特斯拉速度”“新奥五天四证” 之后，

“临港速度”广为人知，但临港并未停留

在“特事特办”，而是将这种个案迅速转

化为制度化常态、普惠版企业福利。 所

谓“临港速度”，其实就是从“个案实验”

迅速切换到“制度创新”。

截至目前， 新片区目标中的 78 项

政策和制度创新任务完成过半， 落地

45 项，另有 22 项已形成方案；国家、上

海市、 管委会累计制定发布各类政策

107 个，形成典型创新案例 32 个，差异

化探索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大。

“开放型政策制度体系框架初步形

成。 ”市政府副秘书长、 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说， “下一步

将聚焦 ‘特殊经济功能区’ 和 ‘特殊

综合保税区’ 独特的区位、 产业和政

策优势， 实施最高标准、 最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以国际化的要素市场价格信

号为引领，不断完善要素高效配置的竞

争性市场机制。 ”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临港速度

临港温度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临港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