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虹桥：商务区“三个一批”重大项目启动
302亿元项目签约，290亿元工程开工，9个功能性平台揭牌

总投资超302亿元的40个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290亿元的20个重大工程集

中开工、9个重要功能性平台集中揭牌……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三个一批”重大项目

昨天集中启动， 意味着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建设按下“快进键”。

国务院于今年2月批复《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总体方案》以来，虹桥国际中央商

务区显示度和影响力正加快形成。 今年上

半年，商务区的生产总值、税收收入、商品

销售额、 新增注册法人企业数等主要经济

指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随着“三个一

批”重大项目启动，作为“动力核”“极中极”

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将努力打造成为上

海经济发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40个重大项目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此次集中签约的40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超过302亿元，涉及总部经济、创新经济、数

字经济、贸易及高端服务，其中闵行片区、长

宁片区、青浦片区、嘉定片区各有10个项目。

这批高质量项目的签约，为推动上海经济高

质量发展、构筑发展新优势注入新动能。

蔚来汽车此次将国际业务总部园区落

户嘉定片区，建设规模超过17万平方米，包

括研发、办公、展示等功能。“《总体方案》提

出要建设高标准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这

与蔚来国际业务总部的定位相契合。”蔚来

相关负责人表示，落户商务区后，企业将抓

紧集聚更多国际人才。

英格卡购物中心（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英格卡购物中心中国区总部， 将落户

长宁片区， 这里也将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

内容纳员工数最多的办公基地之一。 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出了很多外资企业的想法，

“商务区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服务配套，叠加

联通全球的区位优势和活力十足的发展潜

能，对外资企业来说有着绝佳的吸引力。”

20个重大工程助力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再看此次集中开工的20个重大工程，

总投资额为290亿元， 建设规模达190万平

方米，主要涉及产业、民生、市政配套等，其

中八成为生物医药、文创电竞等重点发展产

业，包括闵行片区的威高（上海）国际研究

院、长宁片区的联影智慧医疗产业园、青浦

片区的百老汇文化商业综合体、 嘉定片区

的上海临港嘉定科技城一期等。 这些对商

务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威高（上海）国际研究院项目将落户前

湾，规划打造“一个总部、一个平台、四个研

发中心、 四个运营中心、 一个共享创新中

心”的产业布局。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虹

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是投资兴业的理想之地， 威高将立足大虹

桥，以上海为桥梁，融入全球化，扩展国际

贸易，开辟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国泰上海中心项目的成功落地， 可以

说是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在长三角一体化

融合发展道路上的新成果。 未来企业将在

这里打造服装时尚产业园， 开展服装设计、

纱线面料研发、产品展示、国际商务洽谈，为

全球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的业务核

心在商务区， 生产制造在长三角各个城市，

客户在全球，这是企业发展的最好状态”。

9个重要功能性平台形
成集群效应和辐射作用

立足大虹桥151.4平方公里范围，近年

来商务区管委会不断深入挖掘、 培育重点

功能性平台项目。昨天9个落地虹桥国际中央

商务区的功能性平台集中揭牌， 聚焦发展总

部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会展经济，将加

快商务区打造具有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的高

端资源要素和高端服务产业集群。

记者注意到，《总体方案》中提出“创设虹

桥国际商务人才港， 大力吸引专业性、 国际

化、创新型人才”的要求，申昆路上的虹桥国

际商务人才港正是一大落地举措。 这一国家

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主楼建设集公共服务

中心、共享服务中心、企业集聚中心等三大功

能于一体的 “虹桥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也是人才港实体化运作的重要载体。

截至目前，人才港内已落地CDP集团、安

捷尔、圣源复、中蕴企业服务等逾30家知名人

力资源公司或新业务板块。 中蕴企业服务外

包公司今年6月刚刚入驻， 在园区4号楼装修

布置了5间直播招聘室。 董事长方晓认为，人

才港要在过去传统的人力资源服务之中，找

到创新点，而建立直播招聘基地，就是希望帮

助企业通过新渠道新方式做好人才配置。

《总体方案》中提出，“支持虹桥临空经济

示范区探索建立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商

务区推动成立的虹桥临空数字经济产业园，

则是目前上海授牌的四个数字经济产业园之

一。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制造、数字健康、数字

出行、数字创意5个重点，产业园的数字服务

先发优势和引领示范效应正加速形成———园

区已集聚678家数字经济企业，今年1月至7月

综合税收规模达16.41亿元。

把优势转化为胜势，打造
强劲活跃增长极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是扎实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部署， 将成为上海辐射

带动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的重要引擎和平台

载体。作为“一核两带”布局中“一核”的角色，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担负着引领开放枢纽建

设的重任。

商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商务区管

委会与闵行、长宁、青浦、嘉定4个区，合力推

动“三个一批”重大项目，既展现了商务区推

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

将进一步凝聚共识，鼓舞干劲，形成推进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持续高潮。

记者了解到，目前《总体方案》明确的29

项政策中，有23项已经落地发布；明确的33个

功能性平台中， 涉及中央商务区的25个功能

性平台在市区部门的推动下加速落地，80%

的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今年上半年， 商务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呈

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其中税收收入198.2亿

元，同比增长45.9%；固定资产投资额211.7亿

元，同比增长26.2%；商品销售额2379.4亿元，

同比增长47.1%。 商务区将把大交通、 大商

务、大会展功能进一步做强做优，把优势转化

为胜势， 努力打造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强劲

活跃增长极。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何易

联影智慧医疗产业园落户“大虹桥”
本报讯 （记者周渊）作为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上海市域范围内唯一的中心城区，

长宁区积极发挥区位优势，助力“大虹桥”

建设。昨天，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长宁分会场， 联影智慧医疗产业园

项目、包玉刚实验学校改扩建项目、虹桥绿

带二期项目、 古羊路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

治工程 5 个项目参与集中开工。

备受关注的联影医疗科技智慧医疗总

部项目位于广顺北路临华路，被誉为“临空

之眼”“智慧之环”。 项目用地面积 2.99 万

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约 9.45 万平方米，

地下建筑约 8 万平方米， 园区主要包括联

影智慧医疗全球总部、 中国智慧医学影像

研究院及智慧影像产业基地等， 将形成具

备生态优势、运营团队优势的产业集聚区。

联影智慧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席

总裁甘韶军介绍， 此次开工的智慧医疗总

部将把线下影像中心和线上互联网医院等

有效整合， 基于自主研发的医疗影像设备

和人工智能技术， 未来将提供重大疾病早

期筛查、健康管理等服务。 “选择落户大虹

桥， 一方面是考虑到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

区位优势， 另一方面也与长宁区城市数字

化转型、大健康产业发展相匹配。 ”甘韶军

表示，未来五年，联影智慧医疗预期年收入

100 亿元，团队近 5000 人 ，带动医疗大健

康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 医疗健康产业产

融结合服务创新，催生千亿级产业规模。

此外，当天开工的虹桥绿带二期项目，

包含淞虹路新渔路西北角公共绿地、 外环

高速（近新潮路）绿地项目和 IV-K-08 防

护绿地及地下空间开发 3 项。 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局长金卫峰介绍， 这块绿地作为

商业办公的开放空间，与历史悠久的新泾公

园在淞虹路两侧相互呼应，丰富公共绿地层

次，增加周边居民及白领获得感。 “借助大

虹桥优势， 将进一步增加区域绿化景观面

积，全面提升城区环境品质和软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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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易） 跟着达人经

由不同主题路线 ，

在一幢幢优秀建

筑、 一片片历史街

区中，以近距离、慢

生活、微旅行方式，去发现里弄小巷的别

样景致，体验梧桐深处的美好生活。悠悠

长假、 微游上海， 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

周，“城市微旅行” 给了市民游客更多选

择。 昨天，2021 上海旅游节 “城市微旅

行”活动启动，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 引领市民游客欣赏城市风貌和地

道人文，展现城市软实力。

“今年上海旅游节提出 ‘建筑可阅

读， 城市微旅行’ 年度主题， 全市文旅

单位为 ‘城市微旅行’ 策划推出一批微

游线路。” 市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依靠旅游达人、 网络大咖、 网络直播

等方式， 深度体验城市微旅行； 运用全

媒体平台展示以经典建筑为核心的城市

打卡点； 倡导市民游客自发地、 安全地

根据各自喜好选择不同的主题微游上海。

市文化旅游局向公众推荐了 “建筑

可阅读 ， 城市微旅行 ” 十佳线路 。 10

条线路分别为： “赓续初心， 回溯启航

之路”， 彰显红色文脉， 打卡沪上经典

红色景点 ； “梧桐树下 ， 海派十二时

辰”， 体验海派韵味，聆听徐汇老建筑背

后的故事；“漫游东岸， 聆听水陆和鸣”，

沿着浦东滨江慢行，感受有温度、有趣味

的城市文化休闲空间；“串珠成链， 游憩

苏河水岸”， 漫步悠长苏州河；“无界生

活，收纳和美人生”，将海纳百川的社区

生活场景变得更有凝聚力和感染力；“外

滩以外，沉浸艺术空间”，走进外滩老建

筑里的展陈空间， 邂逅大师们的名作；

“循脉前行，穿越生活秀带”，重温“杨树

浦”后工业水岸魅力；“流金岁月，徜徉宝

藏马路”， 品味静谧优雅的百年愚园路；

“寻宝淮海，老马路烟火气”，徜徉海派风

尚的淮海路 ；“大爱满满 ， 打卡浪漫时

光”， 情侣牵手穿梭在虹口的大街小巷，

寻找里弄里的浪漫。

当天举办的 “穿越生活秀带 ” 和

“游憩苏河水岸 ” 两场 “城市微旅行 ”

活动中， 市民游客在杨浦滨江和苏州河

两岸漫步游览， 用脚步丈量城市， 通过

扫描二维码聆听历史建筑的前世今生，

感受上海丰厚的历史人文气息。

四大文旅融合项目集群带来新体验
本报讯 （记者何易）“十四五”时期，上

海将继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市文化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上海将重点打造

四大文旅融合项目集群， 为市民游客带来

新资源、新体验和新玩法。

打造以“党的诞生地”为地标的红色文
化旅游集群。 上海现有 612 处红色资源、

200 余处革命史迹、31 家革命类博物馆纪

念馆、65 家红色旅游景区，今年中共一大·

二大·四大纪念馆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景

区。 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加强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打造一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精品线

路、研学活动。

打造以“建筑可阅读”为标志的海派文
化旅游集群。上海将结合城市更新，持续推

进 “生活秀带”“人文水岸”“艺术商圈”“城

市书房”等“家门口好去处”建设，营造一批

小而精美、主客共享的海派文旅休闲空间，

探索“建筑可阅读”更多创意打开方式。

打造以水乡古镇为核心的江南文化旅
游集群。上海是历史文化名城，拥有 16个国

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1058 处优秀历

史建筑、44 片历史风貌保护区、8 座郊野公

园。 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依托传统民居建筑、特

色风貌街巷、 江南古典园林和密布水系河道，

打造一批江南文化、生活美学旅游体验区。

打造以魔力时尚为特征的国际文化旅游
集群。上海拥有 500 余家文博场馆、剧场剧院

和 A 级景区， 每年有近 4 万场演出、2000 场

展览精彩呈现，90%的世界知名品牌集聚在

上海，国际顶级的节展赛会汇聚在上海。本市

将聚力“一轴一带”文化设施空间规划，推进

黄浦江游览、演艺大世界、世博文博区、东岸

演艺区和西岸艺术区等建设， 强化全球文旅

资源配置能力和旅游开放枢纽功能。

一版责编/杨 阳
本版责编/徐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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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布局六大板块，打造世界著名旅游城市
发布“十四五”时期深化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规划，将实施“1034旅游高峰工程”

建筑可阅读、城市微旅行，走出家门15

分钟就能邂逅“家门口的好去处”，让市民

游客都有“喜欢上海的理由”……昨天举行

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十四五”

时期深化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规划》发

布———将重点布局六大板块， 描绘未来五

年打造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 “路线图”。上

海将力争实现旅游年总收入由2020年的

3139.78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7000亿元，旅

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由2020

年的3.4%增加到2025年的6%左右。

今年上半年， 上海接待国内游客1.44

亿人次， 收入1724亿元， 分别比去年增长

55%和69%。 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综合贡

献度不断提升。

“红色旅游”“建筑可阅读”“黄浦江旅

游”“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佘山国家旅游

度假区”等都是“千万级”流量入口，成为上

海亮丽的城市名片和旅游品牌。 城市更新

背景下，上海形成了大量文旅新空间，武康

大楼街区、上生·新所、思南公馆、徐汇西岸

艺术中心、“一江一河”滨江步道等。

目前， 上海建成中国唯一的邮轮旅游

发展示范区， 率先实行离境退税 “即买即

退”等政策。旅游与文化、商务、体育、工业

等联动、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伴随着人民群众对旅游品质要求越来

越高，“十四五”时期，上海将建设一批富有文

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度假区及主客共

享新空间， 打造都市型全域旅游目的地，实

现“处处是景、时时宜游、人人乐享”；将充分

利用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推进文商体

旅融合发展，呈现上海特色，更好讲述中国

故事；将全面促进旅游业数字化转型，建设

更加安全、健康、温暖的旅游环境。

同时，将完善旅游功能空间，重点布局

六大板块：结合城市更新，强化上海主城区

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结合“五个新城”建设，

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结合黄浦江“世界会客厅”

建设，打造文、体、商复合集聚的世界级滨水旅

游休闲带；结合苏州河岸线空间贯通，打造具

有城市历史、市民文化、工业创意、绿地休闲等

特点的文化生活休闲带；结合沿江沿湾旅游新

空间，推动金山、宝山等区“生产岸线”向“生活

岸线”“生态岸线”功能转型；结合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打造长江口生态旅游基地。

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上海将实施

“1034旅游高峰工程”———“10”是指十大引领

性重大项目，包括黄浦江“世界会客厅”工程、

苏州河“城市文化生活休闲带”工程等；“3”是

指三大名片性重大活动，举办好上海旅游节、

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四季上海” 等活动；

“4”是指四大功能性重大平台，包括旅游资源

要素交易平台、高端旅游人才培养平台、全球

旅游智库平台、国际旅游营销合作平台。

副市长陈通介绍相关情况。

上海将力争实现旅游
年 总 收 入 由 2020 年 的
3139.78亿元增加到2025
年的7000亿元，旅游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
重由2020年的3.4%增加到
2025年的6%左右

18号线一期北段昨起空载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轨道交通 18 号线一期北段自昨天

起， 正式开始空载 “跑图” 试运行。 这标志着 18 号线一期北

段在实现轨通及电通后， 进入到开通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调试

阶段。

所谓 “跑图” 试运行， 就是在线路开通前， 按照开通后的

列车运行图计划和时刻表， 安排列车在线路上模拟正常运行，

以验证相关运营功能。 技术人员将对运行图兑现率、 列车正点

率、 车辆系统稳定性及信号系统稳定性等指标进行全面测试。

此外， 还将穿插故障模拟、 应急演练等， 持续提升各系统稳定

性、 可靠性和安全性， 为开通做好充足准备。

18 号线一期北段途经浦东、 杨浦、 宝山 3 个区， 新增车

站 18 座、 运营里程约 21.6 公里， 其中 9 座车站可与 12 条线

实现换乘， 特别是龙阳路站可实现 2 号线、 7 号线、 16 号线、

18 号线和磁浮线的五线换乘， 进一步方便沿线乘客出行。

目前， 18 号线一期北段的车站装修、 机电系统联调联试

等工程也在同步推进中。

热忱欢迎伊朗参加第四届进博会
龚正会见伊朗驻华大使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伊朗驻华大使默罕默

德·克沙瓦尔兹扎德一行。

龚正说， 中国和伊朗同为文明古国， 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

坚。 上海与伊朗保持了良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尤其在新冠疫情期

间，上海与伊朗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谱写了合作抗疫的佳话。 当

前，上海正以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引领，深化建设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我们愿同伊朗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两

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开展更高水平、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合

作。 热忱欢迎伊朗来沪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共享合

作机遇。

默罕默德·克沙瓦尔兹扎德对中国及上海在疫情期间给予

伊朗的帮助表示感谢。 他说，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经

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引人瞩目。 正值两国建交 50 周年之际，希望

与上海加强经贸、科创、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深化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自贸区等领域的交流互鉴，携手实现更大发展。

伊朗驻沪总领事拉马赞·帕尔瓦兹参加会见。

“最美玻璃穹顶”在外滩区域唯一的十字形内街闪耀。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服务强军兴军
履行好国防建设领域应尽职责
（上接第一版）要增强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完善国防动员体系，

建强应急支援力量，抓紧抓好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准备。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扬光荣传统，持续巩固

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不断提升新时代上海双拥工作水平。结合

上海实际，扎实推进新一轮双拥模范城创建，认真抓好《中华人

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贯彻落实，满怀热情、下大力

气为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排忧解难， 以实而又实的举措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希望驻沪部队积极投身城市建设，勇于

承担急难险重任务，更好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上海市和驻沪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