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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一河”将实现由“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发展绣带”的转变。图为从苏州河滨江东段俯瞰苏州河、黄浦江两岸。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杨浦：打造黄浦江北岸链接全球“主节点”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史博臻）昨天

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杨浦区副

区长徐建华介绍了杨浦滨江建设的相关

情况。 作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发地，

“十四五” 时期杨浦滨江以争创人民城

市建设示范区为目标， 将打造黄浦江北

岸链接全球的 “主节点”， “五型经济”

发展的 “新王牌”， 成为科技创新的高

地 、 城市更新的典范 、 社会治理的样

板， 始终贯彻 “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

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 ， 推进杨浦滨江

“民心工程” 建设， 发力三大类 33 项任

务， 不断建设宜业、 宜居、 宜乐、 宜游

的活力滨水区。

据悉， 杨浦区将高水平实现产业功

能集聚，布局“一带两区”（滨江新经济秀

带和总部秀园区、研发创园区）。 滨江南

段打造在线新经济“总部秀园”，西部上

海船厂组团打造滨江国际创新带， 中部

杨浦大桥组团打造在线新经济先导区，

东部杨树浦电厂组团打造新型经济集聚

区。滨江中北段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打造在线新经济“研发创园”。 做强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智慧医疗等

产业，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同时， 高效率实施滨江城市更新， 打

造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创建上海杨浦生

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推进工

业遗产转化， 努力为国内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提供更多实践经验。 完成旧区改造和土

地岸线收储。 特别是， 高品质营造公共开

放空间， 打造绿色生态活力滨水区。 将创

建上海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 全面落实海

绵城市建设要求， 建设上海杨浦滨江生活

秀带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 以国歌展

示馆、 黄浦码头旧址、 杨浦滨江人民城市

建设规划展示馆等红色地标 、 场馆为载

体， 打造红色历史文化线路， 推进上海都

市旅游最佳实践区创建和黄浦江水岸联动

先行区试点。

让“一江一河”成为上海公共活动新地标
持续打造一批标志性节点、建成一批便民驿站、开放一批老建筑

将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 这是上

海打造高品质滨水空间的出发点。 记者从

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十四

五”时期，上海继续精雕细琢、寸寸用心，持

续打造一批标志性节点、 建成一批便民驿

站、开放一批老建筑，让“一江一河”成为凝

聚人气的公共活动新地标。

标志性节点提升改造

随着 “一江一河” 岸线贯通和功能提

升， 上海正优化完善并持续打造滨江公共

空间标志性节点。

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为人介绍， 黄浦江

两岸加快实施北外滩贯通和综合改造提

升、浦东陆家嘴港务大厦迁建，打造世界级

城市会客厅新地标；建设杨浦大桥公园、世

博文化公园、 三林楔形绿地等标志性的绿

地公园，活化利用现有绿色空间，形成承载

户外公共活动的活力与景观节点。

苏州河两岸推动重点区域、 重要节点

的提升改造，如黄浦和虹口的河口区域、静

安的浙北绿地、长宁的华东政法大学、普陀

的“苏河之冠”等区域，要成为景观亮点和

重要功能节点，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营造亲

水岸线， 打造苏州河沿线 “景观墙”“景观

桥”，建成 M50 园区、隆德路等区域的一批

新建桥梁，对既有桥梁、防汛墙开展景观改

造，进一步整治两岸建筑立面，同步提升沿

河市容环境， 确保沿线市容面貌与公共空

间相得益彰。

同时，全面开展跨河桥梁的桥下空间整

治，植入艺术、文化、体育、健身、亲子、休闲

设施，将现状的消极负面空间打造为阳光活

力空间； 继续优化苏州河沿线的交通组织，

部分区域有条件的， 推进沿线道路禁机、单

行等措施，形成更高品质的慢行休憩空间。

立法工作正加快推进

还景于民、 还岸线于民后，“一江一河”

沿岸的便民设施不断完善。市住房城乡建设

管理委主任、市“一江一河”办主任姚凯表

示， 黄浦江沿线今年预计建成开放虹口置

阳、国客中心、黄浦南外滩五库以及宝山吴

淞滨江、杨浦滨江中北段等 8 处驿站；苏州

河沿线今年计划建成开放滨河驿站 12 处，

将提供差异化、多样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务

设施。 “一江一河”将在建设中注重发挥广大

市民的主体力量，发动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

与前期规划和设计，参与后续管理和运营。

“一江一河” 滨水空间立法也在加快推

进。 姚凯介绍，市人大、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

委、市司法局正在加快研究、携手推动滨水区

域条例的制定工作， 目前已完成条例草案的

起草工作，计划 9 月份进入审议议程。

相关条例将对影响公共空间社会秩序的

行为、活动，实施疏堵结合，通过设定限制性

和禁止性行为规则来规范，如遛狗、垂钓、放

风筝等，有望通过划分特定区域、特定时段的

管理措施，引导有序开展。对影响或破坏公共

安全、市容环境等行为，如损坏重要设施、车

辆驶入慢行通道、捕捞和放生等行为、活动，

将被设定为禁止性行为。

推进部分老厂房、老建筑
向公众开放

黄浦江、 苏州河两岸地区拥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 王为人介绍，在实现滨江、滨河

公共空间贯通的基础上，杨浦永安栈房、浦东

民生筒仓、徐汇上粮六库、虹口河滨大楼、华

东政法建筑群等一大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街区将被逐步修缮、功能植入，全面启动两岸

城市更新，推进部分地标性老厂房、老建筑向

公众开放，打造滨江滨河岸线新亮点。

苏州河未来的水陆联动将给市民游客带

来新的感官体验。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副

主任、市“一江一河”办常务副主任朱剑豪透

露，将结合水上活动的需求，进一步完善码头

布点和水上活动的设施规划， 统筹考虑陆域

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水上活动资源， 实现整体

联动，激发活力。

在具体实践中， 首先要加强活化利用历

史建筑，沿线河滨大楼、福新面粉厂、华东政

法历史建筑群在修缮和整治过程中， 将更加

注重底层建筑空间的开放， 形成陆域和水域

的亲水互动，利用功能的注入、历史元素的提

炼等方式， 向社会公众展示海派文化历史传

承。 同时，进一步注重水上体育活动、旅游线

路和沿线历史文化遗存的互动，打造休憩、文

化探访、 水上体育等活动相结合的富有活力

的生活空间。

其次，加强沿线地区的文旅资源整合。如

普陀依托梦清园—浅水湾、 莫干山路时尚创

意街、M50 等活化空间， 已形成品牌效应，后

续将进一步改造提升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

馆、纺织博物馆、梦清馆等文博场馆。 “十四

五” 期间， 还将重点推进包括嘉定南四块区

域，普陀长风西片区、M50 园区—宜昌路特色

街区，长宁一纺机区域、静安东斯文里、苏河

湾地区， 黄浦北京东路沿线等区域的城市更

新，使苏州河两岸逐步成为宜居生活示范区。

助力外贸行业发展 上海出口退税更智能了
出口退税系统重装上线，率先实现货物出口和技术出口退税申报双“免填报”

本报讯 （记者祝越）将每一笔出

口业务的关联数据进行匹配， 在全新

改造升级的出口退税系统按下“确认”

按钮，企业就能完成出口退税申报。近

期，上海税务部门会同海关、商务委共

同建成出口信息数据池， 完成出口报

关、进货发票、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等信

息的在线集成和要素化采集， 在全国

范围内率先实现货物出口和技术出口

退税申报双“免填报”。

“这太让人惊喜了，以往申报时，

需要手工将来源于海关的报关单信息

以及税务部门的发票信息进行人工匹

配，对于每月出口量大的企业而言，需

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 ， 还容易出

错。”上海集优机械有限公司出口退税

业务经办人傅卫东正在体验全新的出

口退税系统， 他发现在原有无纸化的

基础上，出口退税申报变得更智能了。

“以一批次申报 1000 条出口退税业务

明细为例，相比之前的人工配单，应用

智能配单功能可节约超过 3 个小时的

工作时间。 ”

立足本市外贸企业业务规模和经

营特点，此次新系统配套开发了“智能

配单”工具，在勾选出口报关单号后，可

自动根据出口货物名称、单价、供货企

业等信息推送与报关单业务匹配的发

票信息，辅助企业完成配单操作，极大减

轻企业工作量。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

局第二税务分局负责人隋蕾表示，得益于

这一全新功能，外贸企业办理出口退税申

报的时间普遍压缩 30%至 50%。

通过强化数据共享利用为纳税人提

供各种免填服务， 也是出口退税新系统

的一大亮点。据了解，上海税务部门已将

出口退税功能全面对接 “一网通办”平

台，实现一网通办、电子税务局、“单一窗

口” 出口退税跨平台申报功能有机整合。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本市累计受理 3.45

万户出口企业的退税申报， 其中 3.34 万

余户通过“一网通办”等在线申报平台办

理退税申报，在线“免填报”申报方式因其

便利性和经济性深受企业欢迎，成为上海

货物出口企业出口退税申报主渠道。

对新系统感到满意的不仅是纳税

人， 还有从事出口退税审核的基层税务

人。此次整合优化的新系统，退税流程采

用在申报环节自动接单、 发票和报关单

信息自动补发、 勾选报关单和购货凭证

自动生成退税申报信息 ，93%的受理环

节办理时耗压缩至零。

“新系统一键即可完成多任务处理

工作， 大大减轻了基层税务干部的工

作负担 ， 更极大提高了出口退税审核

效率 。 ”静安区税务局货物劳务税科负

责人朱琼表示 ，“对于部分纳税信用较

好的企业 ， 其业务形态简单的出口退

税审核事项 ， 从受理到办结的时限已

压缩在 1-2 个工作日内，极大提高了退

税效率。 ”

隋蕾介绍， 新系统除在每一办理环

节设定时限提示外， 还在各主管税务机

关出口退税管理部门设置专岗， 电子工

作平台可查询全局出口退税流程办理进

度，做到全局统揽，及时督促，为出口退

税办理提速。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受理企

业出口退税申报 6.1 万余户次， 平均办

理时间低于 5 个自然日。

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

上海税务部门还将利用新系统持续优化

出口退税流程、压缩退税到账时限，进一

步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

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继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 推出更多实实在在的便利化服

务措施， 持续缓解外贸企业资金占用压

力，切实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

转， 以更具上海智慧和上海特色的办税

模式，推动外贸行业高质量发展。

黄浦江两岸“十四五”新增20公里贯通岸线
《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

黄浦江、苏州河浩浩荡荡穿城而过，一纵一横舒放着，赋予

上海这座城市江海的壮阔与水乡的柔情。面向“十四五”，“一江

一河”沿岸地区作为上海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重要的

核心功能发展轴、彰显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空间载体，被寄予无限

憧憬与期待。

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 “一江一河”发

展“十四五”规划》对外发布并敲定任务表：到2025年，黄浦江两

岸实现新增滨水贯通岸线约20公里，新建滨水大型绿地及公共

空间约400公顷； 苏州河沿线实现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全面贯

通开放，新建滨水绿地及公共空间约80公顷，让城市“项链”越

串越长。

“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发展绣带”转变

据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为人介绍，在总体思路上，黄浦江沿岸

将打造成为彰显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黄金水岸和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世界级城市会客厅，苏州河沿岸将打造成为宜居、宜业、

宜游、宜乐的现代生活示范水岸，“一江一河”将实现由“工业锈

带”向“生活秀带”“发展绣带”的转变。

在发展目标上， 黄浦江两岸地区基本建成体现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集中展示区， 文化内涵丰富的

城市公共客厅和具有区域辐射效应的滨水生态走廊； 苏州河两

岸地区初步建成超大城市宜居生活典型示范区， 基本建成多元

功能复合的活力城区、尺度宜人有温度的人文城区、生态效益最

大化的绿色城区。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副主任、市“一江一河”办常务副主

任朱剑豪表示，黄浦江滨江贯通岸线将向核心段南北两侧延伸，

新增约20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岸线。 重点推进吴淞滨江示范

段约5公里岸线，高桥港南片区、沪东船厂、中海三林船厂等区域

约7.3公里岸线，徐浦大桥以南区域3公里岸线，杨浦滨江中北段

约6公里岸线，浦江、紫竹、江川滨江约5公里岸线等滨江公共空

间的贯通开放。

苏州河两岸到今年底实现中心城段全面贯通开放。 中心城

区段结合滨河步道串联公园绿地， 郊野段形成具有生态和休憩

功能的郊区生态节点。推进浙北绿地、长安路节点绿地、岸线公

园、“一纺机”公共绿地、“南四块”公共绿地等大型绿地空间的建

设实施，新增公共绿地约80公顷。推进临空2号公园和滑板公园

提升改造，实现全时段开放共享。加快推进上游闵行段、青浦段、

嘉定段生态廊道建设， 实现吴淞江苏申内港线段生态廊道及滨

水空间贯通。

另外，根据规划，“一江一河”沿岸还将重点推动20余处高等

级公共设施建设， 促成沿线约33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及工业遗存

保护和更新利用。加快核心产业和要素集聚，“十四五”时期，黄

浦江两岸地区推进总量约700万平方米商业、商办楼宇建设及核

心产业功能入驻；构筑功能复合的蓝绿生态走廊，推进约4平方

公里沿线产业区块土地收储， 重点推进苏州河上游地区约35公

里及黄浦江—大治河沿线生态走廊建设； 深耕滨水地区精细化

治理示范区，推进滨水区域公共空间综合管理立法。

把五年发展蓝图细化为230项具体任务

未来五年，“一江一河”沿岸地区发展被细化为具体任务，共

计约230项。

黄浦江沿岸地区涉及8个方面、140余项具体任务，如：错位

协同，构建世界级滨水区基本空间格局，规划形成“两核多节点”

的空间发展格局， 重点区段以集群方式布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金融、创新、文化等核心引领功能；重点聚焦，加快各区段主导功

能的能级提升，聚焦虹口北外滩、杨浦滨江南段、徐汇滨江、浦东

陆家嘴、黄浦外滩、宝山滨江、闵行滨江等重点区块，明确不同发

展导向，强化主导功能集聚和能级提升，推动各区段协调发展。

苏州河沿岸地区发展则细化为6个方面、90余项具体任务，

如：优化完善各区段功能布局，分别确定内环内东段、中心城区

其他区段和外环外3个区段的不同主题功能，加快沿线地区城市

更新，进一步提升空间品质和商业商务发展能级；因地制宜，采

用精细化设计，优化公共空间品质，塑造步移景异的精致景观，

打造标志性节点空间，形成滨水公共空间新格局。

此外，苏州河沿岸地区还要提升绿量，整体改善滨河沿岸的

生态环境品质，进一步增加生态空间规模，继续开展苏州河全线

及其支流水质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促

进整体环境改善；多元复合，围绕品质生活、休闲游憩、商贸服

务、科创文创等功能培育新兴业态，丰富滨河沿岸城市功能。

上海6项环评改革新政今起实施
全市99%环评项目由属地直接审批，审批时限减少至1个工作日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记者昨天

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上海市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 6 项环评

改革新政将从今天起实施，环评审批

流程将进一步简化，效率更高———全

市 99%项目将由属地直接审批，审批

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减少至 1 个工作

日，实现“即来即办”。

据市生态环境局介绍 ， 今年出

台的环评新政是在 2019 年出台的

“1+8+5” 环评改革政策文件基础上、

围绕 “十四五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

许可的工作重点编制出台的 ， 包括

《上海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 》《加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的实施意见》

等 6 项政策，以及已在 2 月 1 日生效

的《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编制工作监督管理的若干规定》

和即将实施的《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2021 年版）》。

据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起实施的一系列环评新政能有效简化

企业的环评流程， 助力营商环境的持续

优化。 例如，在《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重点行业名录（2021 年版）》中列

出了 6 个重点行业、21 种特殊工艺和规

模、纳入“两高”范围以及位于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这些项目将继

续严把环境准入关， 而对未列入重点行

业名录的项目， 则将进一步优化和简化

环评形式和审批流程。

同时，《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1 年

版）》调整了环评分级审批权限，今后全

市 99%以上的项目将由属地生态环境部

门审批，其中，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保税

区、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及浦

东新区范围内的项目， 环评审批权限下

放至自贸区保税区管理局、 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及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审批。

此外，环评新政还努力为企业环评报

批“减负”，对涉及面广、办件量大且环境

影响小、环境风险可控的高频事项，简化

环评形式或不纳入环评管理； 审批时限

上，由 20个工作日减少至 1个工作日，实

现“即来即办”。 例如，《〈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

定（2021 年版）》对简单机加工的制造业、

学前教育及小学等 23 个行业 46 个项目

类别中的部分项目实施环评豁免，对医药

行业研发中试等 3 个行业 4 个项目类别

中的部分项目实施环评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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