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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建设以人为本的宜居宜业城市家园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赋能 古镇新城活力迸发

·专版

松江东北，通波塘、外波泾、洞泾、张泾四水汇集于
此，这是泗泾的由来，也是乡愁的所在。

泗泾镇曾是松江地区重要的粮食集散地， 清乾隆时
期，泗泾就设有粮署，为松江四大仓储之一。那时，沿河都
是米市，往来船只众多，米不能受潮，于是人们便沿河建
廊遮雨，方便了米的交易。这片上海现存最长的沿河楼廊
构成了下塘街，也是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

这个繁华的水乡集镇，孕育了著名史学家陶宗仪、明
代书画家范允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申报》总经理
史量才等一大批学者名人。

水乡古镇，历久弥新。 依托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的
优势，“十三五”以来，泗泾镇紧紧围绕全区“一个目标、

三大举措”战略布局和“科创新镇、文化雅镇、生态美镇、

和谐暖镇、内涵强镇”现代化新泗泾的目标，加快推动经
济转型，推进古镇保护，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完善城市功
能，荣获“全国重点镇”、国家卫生镇等市级以上荣誉称
号 11项。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也是 “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泗泾镇已定下更高目标。 泗泾镇党
委书记钟山表示，未来，泗泾将秉持新发展理念，改革辟
路、创新求实，唯实唯干、拼搏奋进，以昂扬的姿态阔步
“十四五”五镇建设新征程，奋力开启泗泾“科创绿洲、活
力古镇、宜居新城”建设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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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征南

科创绿洲
打造华东地区唯一
密码特色小镇

小到手机的密码解锁， 大到安
防系统的人脸布控预警， 信息社会
的各?生活场景正逐渐被智慧安防
所覆盖。

在泗泾北部工业区 ，“G60 商用
密码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已成为各
方关注的焦点。

该基地占地面积 222 亩，总投资
17 亿元， 分三期建设。 目前一期 39

亩已于 2020 年 10 月开工建设，总投
资 2.85 亿元。 预计 2021 年完成土建
60%，并于 2022 年底竣工。

商用密码属于知识、技术和创新
高度密集的产业， 是国家重要的战
略资源。 目前， 位于赵非路 51 号的
国家商用密码检测（上海）中心已正
式启用， 它于 2020 年 1 月取得了国
家密码管理局颁发的 《商用密码产
品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是上海唯一
一家拥有密评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
构。 这家华东地区唯一的商用密码
检测中心， 有望成为国内最大的创
新型密码检测分析功能性平台。

以智巡实业为平台公司，泗泾已
引入格尔软件、 国美通讯等行业标
杆性企业， 智慧安防领域企业数量
达到 101 家，这将拉动长三角商用密
码产业产能加速融合，促进长三角、

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商用密码产
业以及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

泗泾密码小镇项目已入围上海
市特色小镇名录， 还将逐步打造华
东地区乃至全国唯一的密码特色小
镇。

近年来， 按照对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和“一廊九区”智能机
器人产业基地的战略定位， 泗泾不
断推进产业转型发展， 着力打造科
创新镇，构建起以商密、信创、数字、

5G 通讯等为支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地。 截至目前，已有近百家科技创
新型企业落户泗泾。

未来， 泗泾将服务数字城市转
型，以智为核，打造以“三智”产业集
群为引领的先进制造业重镇， 不断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泗泾还
将做大做优食品产业和生物医药产
业， 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和产业数字
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使服
务业成为全镇经济新增长点， 着力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并提

高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使
两业融合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

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
型经济、总部型经济、流量型经济等
“五型经济 ”持续发力 ，重大产业项
目纷纷落户泗泾的背后， 离不开近
悦远来的营商环境。

去年 7 月，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
宣布： 增资 1000 万美元用于扩大再
生产。 在办理企业增资的过程中，泗
泾镇政府指定专人与企业对接。 “在
泗泾镇政府的帮助下， 我们很快通
过了区市场监管局对相关材料的审
核， 并在提交材料后，4 天内拿到了
相关证照。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企业和政府之间， 在泗泾产生了良
性的化学反应。

为了让营商环境更优化， 在市、

区政策之外，该镇专门出台了《泗泾
镇产业政策二十条 》2.0

版及相关产业扶持政策，

如设立产业扶持专项基
金， 给予场地租赁补贴、

开办补贴等一系列综合
激励措施，吸引更多企业
落户；为来泗泾发展的高
精尖人才 ， 提供人才补
贴 、人才公寓以及 “保姆
式 ”服务 ；鼓励创业创新
活动，设立创业创新专项
补贴政策等，促进泗泾经
济高质量发展。

政策优惠、服务优质、

人才优秀、 环境优美的营
商环境“泗泾样本”正在形
成。

活力古镇
重现青瓦白墙
十里长廊的水乡风貌

屋顶上升起的缕缕炊烟、 院墙
上半开着的木门、 巷子里匆匆而过
的自行车……走进历史文化名村下
塘村，没有喧嚣的酒吧，没有华丽的
画舫， 没有林立的商铺和五彩的锦
旆，坐在亲水平台小憩 ，恍惚间 ，这
里千年未变。

如果说夏日的泗泾古镇是一幅
浓墨重彩的青绿山水， 冬日的泗泾
古镇则更像是一幅清新淡雅的没骨
白描。 这里的天色和水色融为一体，

远远望去，桥面也变得影影绰绰。

古玩明清街， 还原的是小桥流水
人家的生活；三宅又一生，凭借自身魅
力成为古镇新的邀请函； 以道德和知
识，获得好的教养为大德，马相伯故居
道尽老先生身正为师的品德； 史量才
故居，轻轻薄薄一张纸，满页皆是爱国
情，谁能想到在这片柔软水乡，有这样
一方坚硬的爱国阵地。

自古以来，泗泾就是松江的历史
文化名镇。 一边是阡陌乡间，一边是
市井古镇。 青砖小瓦，飞檐翘角，古
刹静谧， 塔铃清脆……在古韵浓厚
的泗泾，历史文化从不曾退场。

沉积了百年文化的肌理，如何去
保护与更新 ？ 泗泾给出的答案是
“活”起来。

2017年， 泗泾全面启动古镇保护
与更新利用，按照“文化活力古镇、静
雅魅力水乡”的定位，将文化品牌建设
作为古镇保护更新的主线， 加快古镇
的保护性开发， 使古镇建设成为泗泾
打响下塘文化品牌， 重现过去青瓦白
墙、十里长廊的水乡风貌。

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全镇范围
内现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6 个 ，区
级文物保护点 48 处，占全区 1/5。 54

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 39 处集中于下
塘风貌区。 目前，史量才故居等 9 处
文物建筑已完成修缮 ，6 处正在施
工， 其他文物建筑的勘察设计工作
已全部启动。

围绕水、街、巷、廊等八大元素，

以不改变现有肌理为原则，通过留、

改、拆并举，对保护保留建筑进行修
缮， 对风貌较好的一般建筑进行改
造，达到风貌统一。

南村映雪， 原本是一座有 300年
历史的老宅， 如今成了上海小有名气
的“网红”新华书店，江南韵味，尽藏在
这有着诗意名字的“书房”中。在这里，

品味“江南”的方式有很多：推开一扇
门，把喧嚣留在背后，于城市一隅，静
静享受读书乐趣， 这里既有传颂至今
的古文诗词集，也有不少的趣闻杂记、

青春文学， 还能看到描述江南文化与
海派文化的书籍。 累了，乏了，“书房”

内的盆栽、明信片、木格窗，以及各色
别致的文创小物件， 还有淡淡的咖啡
香，相伴你享受悠闲时光。

目前，文物建筑“三宅又一生”吸
引新华传媒、 上海交大、 上海音乐学
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入驻，被市文
物局作为文物建筑焕发新生成功案例
报送国家文物局，并荣获上海市民“家

门口的好去处”称号。未来泗泾还将修
缮并保护性利用丁氏宅、蒋氏宅、陆氏
宅、宝伦堂等一批文物建筑，还将引入
网红知名 IP 小林漫画打造节令主题
的“二十肆”文化空间。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 需要活态化

的传承。 全镇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泗泾十锦细锣鼓”，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松江皮影戏”“剪纸”，它们忠
实地传承着先人的智慧。 利用这些优
质资源， 泗泾将汇聚泗泾以及松江非
遗美食、 民俗小吃和传统技艺打造民
俗文化馆；以展现古琴文化、古琴技艺
等传统汉文化学习交流为主打造古琴
文化馆；结合中医养生、中草药文化打
造中医养生馆；此外，一些老建筑经过
改造修复，打造金石文化馆、玉石馆、

大米博物馆等一些特色鲜明、 主题突
出的展馆、文化空间，赋予文化内涵和
旅游功能。

泗泾还将通过策划重点项目，构
建古镇意象与标识。 深入挖掘非遗
民俗文化资源， 积极开展传承保护
活动 ，通过 “非遗大篷车”加大宣传
力度。 积极推动广利粽子、 泗泾豆
腐、 阿六汤圆等民俗美食的市场化
经营， 促进企业对民俗文化相关衍
生文创品的产品转化。 打造传统节
庆品牌， 通过举办端午龙舟赛等民
俗文化展览展示和文体娱乐活动 ，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江南文化 ，带
动文旅发展和业态提升。

宜居新城
以人为本产城融合
创造高品质新生活

沿着泗泾塘一路行走，扑面而来
的是大自然的清新气息，人们在河岸
边或散步、或奏曲、或嬉戏、或谈情，

滨水空间的建设得到了各方的称赞。

泗泾始终注重精耕细作推进城市品
质提升， 生态是重要的抓手。 “底色
浓、特色显、成色亮”，过去的一年，叶
介浜等 5 条河道水生态全面修复，53

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基本完成，

消除劣 V ?水体三年行动计划圆满
收官。 拓展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新增
绿地 120亩、生态廊道 407亩、公益林
103 亩，补种绿化 11 万平方米，全镇
公共区域黄土裸露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 今年，泗泾将统筹考虑水生态、水
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方
面的有机联系，继续加快生态公益林
复合功能建设，打造集“生态、游憩、

时尚”于一体的多功能“城市森林”，

为居民提供优质的生态服务。

坐拥泗泾站、 佘山站两大地铁
站，泗泾在很早前就产生了资源集聚
效应。 如今，借着上海“五个新城”建
设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两大
新东风的助力，泗泾进一步推进“宜

居新城”的建设目标。

“十三五”期间，泗泾按照“古镇
新城”的发展定位，着力推进“产城融
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态宜人、

交通便利”的宜居新城建设。 古镇方
面， 以古镇保护与更新利用为契机，

推动老镇居民动迁，目前已完成核心
区 90%居民动迁。 核心区以外，采用
居民意愿强烈的动迁方式解决古镇
房屋厨卫设施短缺问题，最大限度保
障群众切身利益，从根本上改善老镇
居民生活环境。 同时，加快推动安置
房建设，现老镇居民的动迁安置房已
结构封顶。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 泗泾镇通过民生保障系列工程，

加快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配
套资源建设， 统筹推进底线民生、基
础民生、质量民生，着力补齐公建配
套不足的短板。

比如，加快教育资源建设，新建
完成 3所幼儿园、1所中学。加快推动
居民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健身苑
点、健身步道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 残疾人服务中心建成启用。 养老
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养老床位数由
2015 年底的 40 张提高到 1110 张，完
善了老年活动室布点， 老年助餐、日
间照料等服务能力得到增强。 建成泗
泾塘 2.7 公里滨江步道， 与泗滨绿地
连为一体，打造松江独一无二的城市
内部大型滨江休闲绿地公园。 启用社
区文化活动分中心、 新凯体育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及新凯养老院
等一批民生项目，着力解决好人民群
众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突出问
题，打造 15 分钟生活服务圈，让居民
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

提升公共服务是增强市民获得
感最直接的手段。 今年，泗泾将推进
教育现代化、均衡化、高水平发展，加
快叶家、泗凤、道悦幼儿园和横港中
学等园校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
地位，加快新建泗泾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启动南拓展卫生中心装修，推进
九院松江牙防所早日落地，为居民提
供全方位、 全周期的卫生和健康服
务。 推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挖掘整
合各方资源，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化
养老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