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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新飞船”，科研总师“揭榜挂帅”为创新导流
上海科学院打造新型“科研总部”，锻造科研组织软实力，探索科创“流量经济”

最近，上海科学院酝酿近一年的“总

工程师室”正式挂牌。 未来三至五年，这

里将打造集智攻关的工程抓总人才集聚

平台。届时，上海科学院将实现从科研管

理职能部门向“科研总部”的华丽转身。

为何要招揽“总师人才”？ 上海科学

院党委书记、院长秦文波说，这是上科院

增强科研组织力的重要举措。 他将市场

上出现的需求类比成“神舟”飞船攻关任

务，“载人飞船就是各种技术的集大成，

其建造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有一支强有

力的总师队伍”。实验室技术在走向市场

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批科研总师“揭榜

挂帅”， 从市场需求中凝练出创新点，对

各类创新要素进行优化配置， 按需组建

科研联合体， 最终建造出推动经济发展

的“新飞船”。

事实上， 科研组织力是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亟需着力锻造的软实力。以“科研

管理” 为传统职能的上海科学院正在探

索一条全新的管理之路： 增强科研组织

力，打造新型“科研总部”，通过推动要素

高效流动与增值为创新“导流”，探索

科创“流量经济”。

打造“科研总部”，
发展培育共性技术平台

目前，上科院“总工程师室”已聘定

三名首席研究员。然而，如若赤手空拳，

再强大的总师也难有作为。 两年来，上

海科学院全方位梳理院内科研力量，

在生物医药、石墨烯、激光制造、区块

链等领域发展培育共性技术平台。

“过去，一名技术能手带走一个技

术出去创业， 研究所就会流失一支研

发队伍。 ”秦文波认为，这种科技成果

转化方式并不利于技术迭代发展，“要

始终保持国内领先、 乃至世界一流的

研发水准，必须留住技术的根”。

最近， 上海科学院激光探测技术

研究中心接到了来自华山医院的合作

意向， 希望联合开发肿瘤治疗的相关

医疗设备。 一位民营企业家得知消息

后，提出要为该项目投入研发经费。

这个脱胎于老牌科研机构上海市激

光技术研究所的新型研发机构正在探索

“两条腿”走路：一部分团队专注做研发，

保持技术领先实力；另一部分则专攻技术

转化，提升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 目前该

中心不仅根据市场动向开辟出了激光探

测、 激光微纳制造两个国内领先的方向，

还联合飞机制造、集成电路等行业客户共

同申请国家项目，破解“卡脖子”关键技

术。 中心主任王丽透露，目前中心获得的

国家科研经费、 市场投入研发经费基本

可实现研发投入产出的“自我循环”。

“未来，上科院将发展起‘一个科研

总部+若干科研联合体’ 的科研组织模

式。 ”秦文波设想，新型研发机构将扮演

高水平技术研发基地的角色， 成为该模

式的强劲支撑。

构建创新“通衢”，为
科创“流量经济”探路

在秦文波看来， 长三角区域创新要

素齐、创新网络密、创新浓度高，高效的

科研组织力将为各类要素、资源“导流”，

构建一条创新“通衢”。 上海科学院将通

过打造新时代科研联合体， 提升应用技

术策源力、技术成果转化力、高端人才集

聚力和科研机构影响力。

“行业研究所技术积淀深厚，本身距

离市场就比较近， 但受限于传统体制机

制，缺少伸向市场的触角。 ”上科院科技

处处长李万介绍， 上科院在成员单位中

遴选出技术达到国内一流、 成果市场成

长性较好的机构， 挂牌成立了首批三家

院内新型研发机构， 分别依托上海计算

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 上海市激光技术

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

研究所建设。

成立于去年11月的太赫兹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在短短几个月内，通过上科院

的牵线搭桥，就已根据客户需求完成了两

款太赫兹无损检测产品的研发。这家央企

在沪科研机构很快站到了离市场更近的

位置，其雄厚的技术积淀和创新能力在市

场引导下成功迈出了“导流”第一步。

去年6月挂牌的上科院区块链技术

研究所， 则针对未来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场景， 在市北高新区建起了区块链生态

谷运营服务大厅， 为生态谷园区企业提

供一流的研发服务环境。 该所所长戴炳

荣透露，他们正在跨链进行战略布局，打

造区块链跨链枢纽港。

最近， 酝酿近一年的上科院航天新

能源研发中心也正式挂牌成立。 与此同

时，上科院与无锡物联网创新中心、合肥

物联网科技产业服务管理中心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共建长三角物联网创新平台，

并将以此为抓手打造物联网领域的长三

角创新网络。

疏通创新“经络”，激
发更多需求和创造力

定位于 “组织科研的科研组织”，促

进研发、集成、应用“三环联动”，上海科

学院从应用角度发现一流技术， 组织科

研创新。

“社会创新需求和创造力都是无穷

的。”秦文波透露，随着科研组织力的有效

提升，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科技园区，乃至

民营企业纷纷找上门来，探寻合作方向。

“‘揭榜挂帅’其实是对科研组织力

的一种考验， 而上科院是这种新型科研

体制最合适的承担者之一。 ” 秦文波表

示，这其中包含了凝练榜单、选出帅才，

分解项目、组织攻关，匹配投融资、打通

市场渠道等多个环节任务，“我们还需努

力打通更多体制机制‘经络’，从而激发

出更多创新可能性”。

最近， 上科院对上海市计划生育科

学研究所进行重组， 成立上海市生物医

药技术研究院， 主要承担人口健康与生

物医药领域关键共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

和重大产品研发、应用转化与技术服务。

“这是上科院重构传统科研力量组

织形式的又一次尝试， 希望在精准医疗

领域有所突破。 ”秦文波介绍，今年上科

院还将对材料所、 激光所等研究所进行

改制， 从资本构成源头上助推其走向市

场，深挖创新潜能。

此外， 上科院还在协同相关高校院

所和企业在张江筹建工程化机构， 通过

“一网通研”打造数字化“科研总部”，使

创新资源的交互更加充分、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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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铁1号线莲花路站和公交

枢纽场地设施升级改造日前竣工，正

式投入使用。与此同时，莲花路地铁站

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上盖

综合体正在进行改造， 建成后将在地

铁上盖空间的“硬容器”中融入艺术、

创意、体验等“软内容”。据相关部门透

露，“十四五”时期，全市轨道交通沿线

将新增8个大型地铁上盖项目，注重软

要素的叠加，激活经济活力的同时，助

力全面提升软实力。

寸土寸金的上海， 如何集约利用

土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上海市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及：要强化TOD

模式， 充分发挥区域重要交通廊道对

市域城镇空间布局的引导作用， 以轨

道交通站点为中心，通过立体式高密度

开发，提升站点周边功能和环境，释放

土地价值，形成轨交建设与地区发展相

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以申通地铁集团为例，近年来，与

相关部门、 企业等联手以TOD模式为

主导，开始在地铁枢纽上部“加盖”，进

行综合开发利用。

上盖载体激活“上盖经济”

经过近年快速发展， 中心城区可

供大片开发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 于

是，“向空中要土地” 成了最现实的选

择———充分利用区域内轨道交通站点

的上方空间， 建造较大体量的高品质

建筑用于发展商业、商务。每一个上盖

载体，就能激活一方“上盖经济”。

在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

究院交通所副所长邵丹看来 ，TOD模

式是上海“十四五”时期推进公交优先

战略， 助力城市低碳发展转型的重要

抓手。一方面，通过TOD开发打造复合

紧凑的城市空间， 实现高效可靠的公

交出行和多元便利的生活服务深度融

合，引导市民出行方式的结构化转变。

另一方面，TOD开发有利于捕捉轨道

建设带来的外部经济效益， 并反哺轨

道交通运营维护。

例如，位于吴中路的上海万象城，

总体量53万平方米， 是申通地铁集团

实施的首个地铁上盖开发项目， 已形

成包含顶级购物中心、甲级写字楼集群、酒店和博物馆等业态

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截至目前，该项目入驻企业超过120家，

包括10家公司的全国总部、15家跨国公司的华东区域总部。

当下，地铁上盖载体不再只是“换乘王”，更为人们创设出

了生活娱乐工作的全新场域。 在业内人士看来，TOD模式的初

衷是土地集约利用，本质在于依托高度网络化的多模式公共交

通系统， 创造多功能的短距离生活圈， 减少人们摄取足够信

息、商品、服务和协助的成本，实现更美好的社区生活和可持

续的城市发展。

说到底， 就是为了助力一方区域对各类软要素的集纳吸

引，提升区域软实力。以目前比较成熟的轨交上盖项目凯德星

贸、天空之城等为例，就为城市节约开发用地超过100万平方

米。空中连廊、室内花园、穹顶天幕、公共阳台……地铁上盖载

体的建设中，这些建筑新亮点不仅营造出都市绿洲的透气感，

还大幅提升了区域的品质能级。

难以估量的聚合效应，享受多赢成果

TOD不仅成了解决城市有限空间的科学模式， 更有着难

以估量的聚合效应。申通地铁集团董事长俞光耀表示，在理想

状态下，借由上盖开发，政府、社会和企业，可享受多赢的成果。

现实中， 不少开发项目都以属地化方式推进， 充分调动

镇、街道的积极性。不少区正结合最新政策完善实施细则和配

套措施，推出一揽子政策，鼓励创新型、高品质上盖式楼宇群

项目建设。这不仅是开发模式上的聚合，更是一种共建共治共

享的聚合。

“去年，上海出台相关文件促进轨道交通站点综合开发，

对既有综合开发利用模式进行了优化， 也在多方面明确了新

的鼓励政策和要求， 将有利于加速推进轨道交通与城市的融

合及可持续发展。”邵丹分析。比如，此前开工的轨道交通崇明

线将发挥轨道交通TOD功能， 促进崇明区与上海中心城区聚

合发展，助力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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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眼里的武康路，每个人心里的大上海
城市表情与生活体验打动人心，充分彰显都市风范与软实力———

全长1100多米的武康路， 沿途梧桐

掩映，西班牙式、法国文艺复兴式等风格

建筑散布其间，其中约有30处名人旧居。

路的南端， 就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

大楼、由邬达克设计的武康大楼。

这条上海中心城区最具欧陆风情街

区之一的武康路，俨然已不只是城市的一

张文旅名片，这里有着充分友好的观景服

务设施，集聚着充满活力和朝气的新业态

新经济，整条马路充分施行精细化治理，

挪走了路边的小垃圾桶，更以“难度无异

于心脏上动手术” 的架空线入地等一系

列工程而还原了街区的素颜美感。

有一百个人， 武康路的吸引力就有

整整一百种模样。人性化城市、人文化气

息、人情味生活，在这条马路上自然交融

汇集， 酿造出独特的城市表情与生活体

验， 更从一个视角充分展示着上海这座

城市令人神往的吸引力， 彰显出城市的

软实力。

这条路吸引人之处在于：
可以触摸历史，更能拥抱未来

“微风拂过，一吸鼻子就是小时候的

上海味道———有烟火气， 又带有历史文

化熏陶着的滋味儿。 ”这是61岁的“老上

海”蔡晓给出的答案。

武康路承载着老蔡童年、 青年时代

的记忆。 那时，他家亲戚住武康路周边，

每每经过这里， 他常对着楼下各种百货

商店、食品杂货铺垂涎欲滴，还有紫罗兰

美发厅。 1978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更是把这方圆5公里逛遍了，成了“武康

路活地图”。现在他感叹，在这片街区中，

还是能寻找到老上海的痕迹。

不只“老上海”，伴着夕阳余晖，90后

摄影师徐昕在武康大楼前架起了脚架，

拍摄长曝光照片。自2014年冬天起，他就

“盯”上了这幢容易出片的老建筑，隔三

差五就来拍一次，“武康大楼不同时间去

看，都不一样”。

微博上， 徐昕有个持续了多年的摄

影主题“大都会”。他的镜头里，无意间记

录了武康大楼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改

变。随着大楼整体修缮，架空线入地与合

杆整治，“修旧如故”后，外露的雨棚、晾

衣架也看似不经意地“收”了起来，空调

统一装进了外机箱……就此， 武康路将

建筑魅力从一幢楼扩展至整个街区，乃

至整座城市。 ▼ 下转第九版

生态治水，建成能自净的“水下森林”
虹口区最大人工湖水体治理近日完成，经受住了台风“烟花”的风雨考验

“现在的湖水很清澈，可以看到水草、

小鱼，而且岸边还多了很多花，非常漂亮。”

昨天， 家住鲁迅公园附近的江女士带着孙

子到公园划船，对这里的水质赞不绝口。最

近，虹口区最大的人工湖水体治理工程，即

鲁迅公园水体治理工程完工， 游船码头等

水上项目重新对公众开放。

“这次水体治理强调‘生态治理’的治水

理念，通过构建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让人工湖

成为具备自净功能的城市海绵体。”虹口区绿

化管理事务中心总工程师黄岭介绍。 此次治

理特别设计了 “水下森林生态净化系统”，通

过定量科学合理配置水生动植物， 恢复水体

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完善

水体内食物链网，增强水体自净能力。经过治

理，公园湖体水质由原先的劣V类水提升至目

前的IV类水质，水体透明度达50厘米及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台风“烟花”来临

时，这里的人工湖承载了蓄水功能，有效缓解

市政排水管网压力，而且这处城市海绵体的自

净功能也已逐步显现，短短几天就恢复了清澈

的水质。

负责该水体治理工程的上海园林绿化建

设有限公司生态环境工程项目管理部副经理

肖敏介绍，鲁迅公园水面面积达3.6万平方米，

周边无外河补水水源且公园历史悠久， 造成

了整体湖区水体流动性差、水色偏黄、透明度

差等。 为此，工程部结合“能自净的城市海绵

体”这一目标，设计了有针对性的方案，并强调

生态治理与景观建设同步推进，在营造美好景

色时，建起具有较强抗逆性的水生态系统。

黄岭表示，未来，虹口区将继续努力打造

一流人居环境，提供高品质配套服务，进一步

彰显城区软实力。

■本报记者 周 辰
见习记者 王宛艺

静下心来发现身边的美丽风景
戴斌

在这儿的人引以为豪、来过的人为之倾

心、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 在上海，既有外滩

万国建筑博览群、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陆

家嘴“三件套”等地标景点，也有武康大楼、

“一江一河” 等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

间，“喜欢上海的理由”需要慢慢感觉。

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 是都市

旅游的核心密码。当前，随着旅游组织日益

散客化、旅游消费日益休闲化，开放的市民

生活和公共休闲空间， 成为游客感受一个

城市魅力的重要场所———游客成 “市民”，

是都市旅游的新理念、新潮流。

与此同时，在都市旅游的情境下，市民

也是游客。 都市旅游、郊区旅游，以及自驾

游、家庭游等成为新亮点，一些“微旅游”产

品受到上海市民追捧。

都市旅游越来越热， 城市的公交、地

铁、出租汽车、共享单车取代了旅游巴士，

成为市民游客出行的首选；

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图书馆、文化

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城市公园、主题乐园、

游乐园等市民休闲空间，以及戏剧场、电影

院、歌舞厅、沉浸式剧本演出等文娱场所取

代了旅游景区，成为市民游客畅玩的场所；

商业综合体、百货商店、街边小店、米

其林和黑珍珠餐厅、传统小吃、夜市所构成

的商业环境，取代了定点购物和餐饮场所，

成为市民游客就餐的选择；

……

如今， 上海提出要全面提升城市软实

力，这将助力都市旅游新理念 、新潮流的

实现。

上海提出要保护传承“最上海”的城市

文脉，让人们更好感受“里弄小巷石库门、

梧桐树下小洋房”的独特气质，从而可以吸

引更多市民游客了解、保护、传承上海的历

史文化和城市精神；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以动人的舞蹈打造红色经典，得到了市

民游客的喜爱； 黄浦江45公里滨江公共空

间、 苏州河42公里滨河岸线先后贯通，“建

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滨水可游憩”给市

民游客带来休闲新空间。

实际上，越来越多人们已经意识到，牧

羊人的可可托海、普吉岛的海滩、南极洲的

企鹅，还有未来的星际旅行，都是令人向往

并值得到访的。但若因种种原因而不可得，

那么留下来了解上海的历史、 体验上海的

文化，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静下心

来， 重新发现身边的美丽风景和日常的美

好生活。

（作者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本报记者 张晓鸣

这条上海中心城区最具欧陆风情街区之一的武康路，俨然已不只是城市的一张文旅名片。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单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