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汇

过去五年，徐汇四大战略
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徐汇人
工智能产业入选全国首批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并获
国务院表彰，人工智能及相关
产业总产出五年年均增长近
30%。生命健康产业总产出五
年年均增长14%。数字文娱
快速发展，连续三年承办上海
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活动，艺术
传媒产业总产出五年年均增
长12%。大力促进科技与金
融融合发展，金融科技产业总
产出五年年均增长14%。

同时，发挥“大院大所大
校大企”集聚优势，加强战略
合作，科创策源功能不断强化，
构建具有徐汇特色的科创生
态。浦江实验室、期智研究院
等顶尖新型研发机构落户徐
汇。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9%，
区域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131件，连续五年位居全市第
一。重点区域建设成效明显。
徐家汇商圈转型升级步伐加
快；徐汇滨江8.95公里岸线
贯通，形成“一港一谷一城一
湾”功能布局。

“文化C圈”初具规模。高
质量推进徐家汇书院建设，徐
家汇教堂广场全新亮相。衡
复风貌区完成6.5万平方米
优秀历史建筑修缮，衡复风貌
馆、夏衍旧居、草婴书房、衡复
艺术中心完成修缮并对外开
放，武康大楼、黑石公寓等成
为网红打卡地。西岸美术馆
大道形成规模效应。深入推
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建设，将公共文化服务功
能嵌入邻里汇、水岸汇、徐家
汇T站等特色空间。

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
努力解决“老小旧远”突出问
题。深化国家级医养结合试
点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项目建设，率先开展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五年新
增18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9家社区长者食堂、49个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点、23家老
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滚
动推进旧住房更新改造，累计
完成8块旧改地块平地收尾、
424万平方米旧住房综合改
造，全面完成“手拎马桶”无卫
生设施房屋改造。

新征程新作为

新成就新气象

坚持人民情怀，全力以赴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旧”变“三新”
酿厚民生

打造“五型经济”标杆区
永不拓宽的马路，梧桐掩映的衡复风貌保护区，开阔

透气的滨江岸线……这些是你所熟知的江汇的一面。过

去五年，江汇区坚持以人工智能为先导，聚焦数字经济、生

命健康、化化创意、现代金融“四大战略产业集群”加快“硬

核实力”的谋布与发展。发力推进四大产业集群稳步迈向

“千亿元级”，以2021年为例，四大战略产业集群均实现两

位数增长。

未来五年，在新的时代坐标中，江汇将以追求卓越作

为路径和发展取向——要率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现代化城区、实施现代化治理；率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率先服务上海新的空间格局，增强中心辐射

的能级；全力打造创新策源引擎、产业经济强区、开放发展

枢纽、人化城市样板、治理实践范例、新时代党建高地，努

力创造出新时代发展的新奇迹。

四大战略产业集群
稳步迈向千亿元级

江汇滨江“道岸美术馆大道”成成“化化C圈”应模效应。

四大千亿元级产业
发挥撬动作用

未来五年，徐汇将牢牢扭住“四大

战略产业集群”以此抢先布局新赛道，

率先成势；也以此撬动起区域整体发

展的新动能。

特别是推动四大战略产业集群迈

向千亿元级。大力发展以人工智能为

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激发浦江、

期智、树图等顶尖研发机构的创新活

力，加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发挥腾

讯、商汤等头部企业的集聚效应，探索

成立元宇宙创新联盟，推动人工智能

与文化创意、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融

合发展。大力发展以生物医药为抓手

的生命健康产业集群，依托区域研发

和临床资源优势，鼓励扬子江、联影等

标杆企业在徐汇设立运营销售总部、

临床研发中心、高端制造基地，加快推

进创新药物和医疗器械研发上市，打

造研发、临床、制造于一体的产业创新

高地。大力发展以艺术传媒为引领的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推进上海国际艺

术品交易中心实体化运作，巩固扩大

数字文娱等重点领域优势。大力发展

以金融科技为先导的现代金融产业集

群，以资产管理为重点、绿色金融为特

色，引入一批资管机构、公募基金、头

部投资机构等。

同时，构建“5+4+X”产业布局，打

造“五型经济”标杆区。促进创新链与

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百

业。实施总部增能计划，主动对接复制

浦东引领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

制度创新，促进线上线下流量融合发

展，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高频流动、高效

配置、高能增值，加快发展流量型经济。

抓好“四大战略产业集群”，撬动

的远不只是产业和经济，更将赋能徐

汇的科创策源功能。

未来，面向国家有需求、上海有优

势、徐汇有基础的重点领域，徐汇将全

力支持基础研究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打响“科创绣带”品牌。联合上

海交大、复旦上医、华东理工、应用技

术大学等打造“环高校院所”创新经济

圈。做好浦江实验室永久选址和人才

吸引工作，促进期智、树图等新型研发

机构发展，力争成为科技平台落户的

首选地，推动更多核心技术从“0到1”

的突破。进一步提升上海医药临床研

究中心平台能级，做强“枫林HUB”品

牌和“区域型TTO”平台，推动中国（上

海）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落地，健全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实现更多科技成

果“1到100”的转化。促进科技、产

业、金融联动发展，完善“政产学研金

服用”北斗七星创新链条，助推标杆企

业上市融资、做大做强，有力应对国际

高科技领域竞争。也着力揽蓄一批战

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大力推进人才安居工程，增加国际化

教育、医疗等服务供给，助力人才扎根

徐汇、创新创业。

推广全要素治理场
景，助力数字化转型

衡复风貌区的武康大楼，周边架

空线落地后还原了舒朗天际线，更还

原了建筑的本真之美。少有人知，这

里还是徐汇区全要素数字治理的试点

区域，基于智能感知设备，建筑及街区

的“一呼一吸”都有数据实时上传，为

精准治理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数字化治理的先行区，未来

五年，徐汇将继续推进城区数字化转

型，构建丰富的数字生态系统。一方

面，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激

活数据资源，加快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依托“随申办”、12345市民服务热线

等平台，拓展市民企业参与城市治理

的渠道和方式，加强与各类治理主体

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聚焦数据共

享、技术支撑、制度供给，推动整体性

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努力

实现：数字孪生无处不在、生命体征无

所不知、智能监管无时不有、精准服务

无处不享。比如，加快经济数字化，制

定数字经济的“徐汇标准”，支持数字

技术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推动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

展，培育集聚一批数字驱动型、在线新

经济标杆企业。建设一批大数据、区

块链等开放服务平台，推动数字技术

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

催生一批医疗器械、药物研发等领域

的数字化成果。

加快生活数字化，聚焦数字教育、

智慧医疗、数字养老等重点领域，打造

“泛在普惠”数字场景，推广为老服务

“一键通”，推进数字服务适老化和无

障碍改造，加快建设滨江数字化转型

示范带，实现数字生活、数字经济与数

字治理三大领域功能场景的融合。

加快治理数字化，建强数字底座，

加强数据归集和治理，聚焦“全域感

知”，加快推进“神经元”感知系统建

设，建立孪生数据更新机制，构建人、

企、物交互的数字孪生城市；聚焦“全

息研判”，优化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

统，加强算法支撑，提高预测预警能

力；聚焦“全程协同”，加快业务流程数

字化改造和革命性再造，开发20个高

频次应用场景，推动跨部门、跨条线、

跨层级联勤联动；做实区街一体化指

挥体系，全面提升实战能力。

保护涵育文脉中做
厚民生

徐汇，海派文化之源。

未来五年，徐汇一方面将深入挖

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

源，保护涵育文脉，更以此积淀起发

展的后劲，也充分助力做厚民生。比

如，做大做强以徐家汇源、魅力衡

复、古韵龙华、艺术西岸等为核心的

“文化C圈”。推进徐家汇书院开放运

营，加快西岸大剧院等项目建设，放

大西岸文化艺术季等品牌活动。优化

“建筑可阅读”体验，建设龙华风貌

区开放式街区，推动龙华烈士陵园与

红色文化景点串联互动，优化“10分

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全面推动“三旧”变“三新”，加快

实施10方面48项区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提升社区环境品质。

比如，统筹设计市政道路、建筑立

面、绿化景观、店招店牌、城市家具等

要素，启动并基本完成景观道路提升

52条，推广高安路“一路一弄”治理标

准。推进实施63条道路、58.8公里架

空线入地，开展桥荫桥孔空间更新利

用，推进徐家汇体育公园周边环境品

质提升。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做好口

袋公园、街角绿地“微更新”，公园绿地

3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8%。

将大力推进旧住房修缮改造。制

定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的“135”计

划，推动零星旧改一年全覆盖，住房修

缮三年整体竣工，城市片区更新五年

全面启动。分类制定方案，加快推进

剩余1000余户零星旧改。深化社区

治理师、社区规划师制度，以小区、街

区、社区为整体更新单元，统筹推进楼

道、通道、绿地等空间设施和社区服务

提升，全要素一体化打造示范标杆。

充分提升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品

质和效能。开展邻里汇3.0版提升行

动，在邻里汇配齐社区食堂、社区卫生

服务点、社区文体、社区助浴服务功

能。深化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加快

推进“乐龄汇”南部养老中心项目，打

造高品质养老机构标杆。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文化C圈”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资源变成优势，把挑战变成机遇

以追求卓越为发展取向，展现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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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一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