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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浦江：滨江公园城镇谱写“新奇迹”

·专版

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在她第一道优美弧线的怀抱里，便是浦
江镇。

这里，承东启西！浦江镇北临上海市中心城区，西沿黄浦江，距卢
浦大桥车程只有 8分钟，是浦西、浦东两大发展板块的交汇之地，连
接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两大战略区域，在发展中日益凸显
出大都市两翼齐飞的中心地这一区位优势。

这里，正值芳华！ 浦江镇有召稼楼古镇和浦江郊野公园两个 4A

级景区，是上海市域内罕有的兼有文化、生态两类 4A级景区的城镇。

这些生态人文休闲空间以及衍生的经济社会效应， 将成为浦江镇发
展的重要资源。

近年来，浦江镇主动融入“南北联动，双核辐射”空间发展战略，

以“一核两廊三区、中部崛起、南振北提”为发展目标，为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浦江镇将以上海南部科创中心主要承载
区、闵行“五城”建设积极践行区和中心城周边乡村振兴典型示范区
为战略定位，重点聚焦“一个百亿目标、一个中心规划、一批民心工
程”的“三个一”新市镇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公园城镇特色鲜明的“宜
居浦江”、宜商宜业百亿收入的“实力浦江”、文旅融合沁人心脾的“诗
画浦江”、品质生活紧贴民心的“幸福浦江”，努力成为浦东开发开放、

自贸临港新片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重要战略交汇点”，成为服
务长三角和面向国内国际的“滨江会客厅”。

■ 赵征南

生态美地
公园城镇特色鲜明
的“宜居浦江”

暖春四月， 位于浦江郊野公园的
奇迹花园，正用一年积攒下的美丽，向
市民发出春天之约。

在园艺名师的精心雕琢下， 这里
的每个角落都可与大自然的美好和谐
统一。 从空中俯瞰，近 2万平方米的奇
迹花毯好似开屏的孔雀， 上万株各个
品种的郁金香， 包括重瓣、 饰边郁金
香，百合花型郁金香，黑郁金香等，经
过精心设计，用不同色彩、造型布局出
孔雀的羽毛形状。 大面积的花海随着
地形的高低绵延起伏，唯美浪漫。

浦江郊野公园是距离上海市中心
最近的一处郊野公园，规划面积 15.29

平方公里，共分活力森林区、奇迹花园
区、柳鹭田园区、森林游憩区、滨江漫
步区五大片区。 在这里，你可以步行、

骑行， 还能在 4公里滨江观光道上漫
步。如果你是名运动爱好者，这里有 22

公里半程马拉松道、26 公里郊野自行
车道等你来挑战。

让公园走进城市， 让城市拥抱公
园，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

今年， 浦江镇宣布将创建上海市园林
街镇，完成从“城镇公园”到“公园城

镇”的华丽转身。 一词之差，浦江镇有
这样的底气。

底气来源于底色：“蓝绿空间”增
长至 57%。 目前全镇森林资源 1406公
顷，森林覆盖率 18.28%，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10.34平方米。 现有河湖共计 896

条段， 总长度 448.5 公里， 水域面积
9.16平方公里，水面率 11.35%。现有林
地面积 15.65平方公里，绿地面积 20.5

平方公里，农用地可用面积 26.97平方
公里。

这是真正的宜居之地、绿色城镇。

在城区， 浦江镇结合滨江生态建
设与功能提升， 推进公共空间内的特
色绿道建设，将打造总长 16 公里的环
社区五彩绿道。 人慢行于其中，感受春
的蓬勃生机、夏的绿意盎然、秋的落英
缤纷、 冬的午后暖阳……绿道串联起
城市已有的绿地、林地、公园，将原本

散落在各处的“珍珠”，串成一根美丽
的“绿项链”。

在乡村，这里有一望无际的绿，掩
映着黛瓦白墙的农居，宅前屋后，星星
点点的花草，绽放着勃勃的生机。 果园
里瓜果正熟， 采摘的人们享受着收获
的喜悦；小竹林绿意盎然，微风吹来，

空气中充满了清香……

“十四五”期间，浦江镇依托良好
的生态基底资源，结合“一江一河”建
设落实生态走廊规划， 统筹绿地、林
地、水系、耕地等空间，提升城镇环境
品质、 加强区域生态功能； 加强对空
气、河道、土壤、噪声的专项整治，持续
改善河道水环境面貌， 推进生态清洁
小流域建设，构建更为绿色、低碳的城
镇发展模式。

科创高地
宜商宜业百亿收入
的“实力浦江”

在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这个大背景下，和所有
街镇一样，浦江镇也必须思考：原有优
势如何发挥？新兴优势在哪？?府相关
部门又该如何助推？

浦江镇拥有独特的产业优势，生物
医药产业集聚度高，成果转化承载能力
强，制造业发展基础厚，同时还具有雄
厚的电子信息和数据服务产业基础。

依托自身产业基础， 浦江镇将通
过“一轴两廊、一核三区多点”布局产
业结构，以促进临港浦江园、上海国家
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两大产业社区发展
为主，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形成集
聚效应辐射带动全镇产业能级提升。

“‘十四五’期间，我们力争财?总收入
翻一番，并在‘十五五’期间，建成百亿
强镇。 ”浦江镇党委书记张宁勇说。

一方面，加快临港浦江园开发。 聚
焦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产业承载功能，

形成产业生态圈。 推进智慧之岸项目
（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电子信息
产业园二期）， 打造园区创新引擎；加
快国际生命健康城的产业导入， 建设
国家级健康医疗创新应用示范区；聚
焦东方智媒城建设，形成“媒体创意、

超高清视频、游戏动漫、智慧应用”的
四大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 加速产城融合配套建
设， 打造高品质国际新型产业社区中
心；启动临港浦江园 B 区建设；聚焦
航天产业基地建设,有序推动一批“园
中园”落地；加快孵化器建设，加大研

发投入， 推进乐普医疗， 中国船舶
711、708 所，七维公司、顺丰智慧物流
等项目落地投产， 推进航天工业科技
创新。

为何大家纷纷选择浦江？ 这与当
地独具特色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行
?上算是闵行区， 地理上却是在黄浦
江以东。 在浦江镇办企业，能享受到多
个区域的综合红利， 再加上镇上的优
惠?策，企业经营成本相对较低。 ”上
海璃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友
鑫表示， 浦江镇的企业服务以解决企
业最急之需为出发点，在选址申请、人
才引进、实验室环评等方面全程跟踪、

大力支持， 这对于初创的生物医药企
业而言，如雪中送炭般温暖。

孕育了众多科技大咖企业的浦
江智谷，从“一城九镇”实施时期便抢
先入驻浦江镇，与浦江共成长。 “我们
欣喜地看到，浦江镇?府将自身定位
为‘店小二’。他们已不满足于等待我
们提出问题， 而是超前一步主动对
接，帮企业解决问题，和企业之间的
关系无比融洽。 ”浦江智谷总经理甘
占勇说。

未来，浦江镇将打造“金牌管家”，

特别是在科创领域， 把握上海南部科
创中心建设契机， 积极融入区域产业
生态圈；深度承接张江创新资源辐射，

加快张江漕河泾园（漕河泾浦江地块）

建设， 充分利用?策优势， 在生物医
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 对接企业的科技创
新、孵化培育、人才引进等需求，提高
服务质量，并进一步辐射闵东等地区；

加强双创支持和企业扶持?策宣传，

引导企业用好优惠?策， 推动创新驱
动建设。

人文宝地
文旅融合沁人心脾
的“诗画浦江”

究竟什么才是浦江镇最具特色的
资源？

甘占勇将独一无二的生态人文禀
赋看作问题的答案。 他透露：“之前，一
家德国知名企业来到智谷考察上海公
司的选址，他们原本已有了心仪之地。

但在我们这里走了一圈后， 立马决定
将浦江从 ‘备用选项’ 改为 ‘优先选
项’。 ”紧邻浦江智谷的召稼楼古镇，深
厚的农耕文化底蕴， 总是能让国外客
人迷醉其中。

召稼楼已有 800年历史，横跨元明
清三个朝代。 明朝工部右侍郞谈伦，曾

在此建楼鸣钟以召农耕，因此名曰“召
稼楼”。 这是上海最早垦荒种地的地区
之一，是上海农耕文化的起源之一。

“十里晓烟破，数声召稼钟。 ”每
一天的清晨，古镇炊烟袅袅，创造出
了暖春的人间烟火气：油墩子、海棠
糕、走油肉 、蹄膀 、咸鸡 、肉皮 、拆蹄
……掀开锅盖，氤氲的白烟里藏着浓
郁的上海味道。

走进古镇核心区，这里有荷花墙、

骑马墙、 青砖黛瓦等充满明清文化韵
味的建筑， 也有着江南水乡小桥流水
人家的风貌特征， 更打动人的是这里
承载着厚重的海派文化和农耕文化。

目前，浦江镇已培育“召楼粽情”

端午文化节、 浦江沪剧节、“沪谚三
化”、“东乡风韵”、“东乡记忆” 等文化
品牌。 全镇将以“文旅”“文创”“文体”

为三大亮点，塑造新的浦江文化品牌。

浦江镇将整合沈杜公路———沈庄
塘走廊上的生态人文资源， 提升各节
点的功能品质，发展新文创、新媒体等
特色文化产业， 形成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生态人文走廊； 杜行老街创新历
史街巷发展方式， 和浦江郊野公园统
筹开发， 依托上戏昌林路校区导入新
文化功能， 基于老街风貌肌理和长寿
禅寺文化特质形成体验式空间。

与此同时， 革新村和召稼楼古镇
二期项目将联动发展。 作为“中国传统
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革新村在乡
村骨架基本建成基础上加强产业发
展，利用闲置民房打造文创、民宿、养
老一体化的休闲空间， 鼓励农产品地
产地销，遵循“高标准、高要求、高品
位、高文化”，实现村庄风貌、村落文化
和村庄经济的同步提升。 而召稼楼古
镇二期优先建设环境配套和文化设
施，打造上海农耕文化旅游新地标，并
探索革新村—召稼楼古镇一体化设计
实施，搭建全域旅游框架。

民生福地
品质生活紧贴民心
的“幸福浦江”

“没想到这么方便！ 以前换本册子
来回要 1个多小时， 现在家门口就能
办好了。 ”浦江镇群众陈老伯来到 “一
网通办” 勤劳村服务点办理就医记录
册的申领，全程不到 5分钟。

浦江镇地域南北跨度较大， 人口
密集，老百姓办事路程远、等候时间长
成为一大难题。 浦江镇以方便群众为
出发点，着眼于基层群众最关心、最需
要解决的问题，依托“互联网+?务服

务”模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屏障，打造百姓家门口 15 分钟便民
服务圈。

“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对策，完善
周边配套，同时举一反三、主动排摸，

补齐全镇面上的公共配套设施。 全镇
的民生服务要抓住‘数量、质量、理念’

这几个关键词，做到在数量上补短板，

在质量上有提升，在理念上有转变，不

断提升社会事业品质和服务质量。 ”张
宁勇表示。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
民。 民生福祉永远是城市建设最重要
的抓手：20多年来，蜿蜒乡道变身宽敞
马路，轨交地铁贯穿全镇，美丽乡村、

美丽街区让城中、村里处处有风景、一
路有惊艳。

王友鑫是城市建设成就的见证
者， 而眼前的这些变化带来的 “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也让他这个新浦
江人更加放心地把家安在了浦江。

“大浦江范围内，拥有两家三甲医
院， 这样的优质公共资源即便在市区
也极为稀缺， 但这里的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 ”王友鑫说。

近年来， 浦江镇公建配套步履坚
实， 启用浦江社区颐养长者照护之家
等 4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有序推进
多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项目建设，完
成小区修缮和老街老旧住房改造项目
建设。 而社会事业也在统筹推进，开办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深入推进“一园区三联盟”紧密型学区
建设， 依托上海戏剧学院优质资源辐
射至各校（园），推动三甲医院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与学校医教结合项目。

而交通的便利也让王友鑫受益不
浅，“随着南北高架延伸段的通车，从卢
浦大桥到浦江镇最快只需 8分钟。 不仅
如此，我现在可以上午走申嘉湖高速去
浙江出差，下午去江苏见客户，一天内
通达江浙沪。 未来，等机场联络线建成，

浦江镇市民的出行会更加方便。 ”

“在 15 分钟服务圈上发力。继续
引入医疗 、教育 、养老等优质资源 ，

积极打造 15 分钟生活便利圈、 文体
服务圈、响应服务圈，实现公共服务
全面覆盖、社会治理及时响应。 ”张
宁勇表示，未来的浦江镇，将布局合
理的公共服务、 商业商务、 生态空
间 、科研 、文创及部分工业用地 ，配
置全新的市民活动中心、休闲中心、

图书馆、高能级的商业中心等设施，

打造产城融合、功能复合、中心聚合
的滨江公园城镇新中心， 打造产城
融合的新地标。

建设“生态、科技、人文”滨江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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