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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间化为新增量

站在全新历史起点，腾出旧的空

间，才能获得发展新增量，宝山区也面

临着一场“断舍离”。

新年伊始，宝山区委领导开启“促

发展、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其中，

一个万人“城中村”成了调研首站。这

背后，蕴含着政府部门对未来五年、乃

至十年的发展期许和全局谋布——加

快“城中村”、旧区改造。其不仅关乎

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也关切百姓民

生、城市治理。“七十二家房客”式的

蜗居，不仅是相关部门的一块“心

病”，也让居住于此的人们总免不了

提心吊胆。告别旧的空间，是为了更

好的未来。

在宝山区，顾村、大场、杨行等老集

镇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都将集体提速

加码。这其中，宝山区将强化政策支

持，盘活优势资源，持续探索“政府+市

场主体”合作开发模式，鼓励多元主体

参与，高标准开发、高效率推进。

以杨行镇东街村改造项目为例，

去年底，该项目改造正式获批，成为上

海新启动的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

一。未来，其将在项目改造中置入部

分产业空间，并兼顾各类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全方位、全领域地实现“城中

村”补缺增能，将其打造成为人人向往

的宜居宜业新空间。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人群聚集、空

间狭窄的“城中村”，容易成为防疫薄

弱点，也为城市管理带来不少安全隐

患。下一步，宝山区将加快项目储备

速度，力争让更多“城中村”早日踏上

改造的快车道。譬如，外来流动人口

近万人的龙珠苑，相关项目改造方案

已初步完成，在完成报批等一系列手

续后，有望加速改造进程。

“城中村”改造中，宝山区还坚持

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实现“一村一

特色”，让“城中村”变为“城中景”。以

罗店老集镇的改造为例，其将抛却“大

拆大建”模式，完整保留千年古镇的历

史文脉，将一幢幢零散历史建筑串联

成一个完整有机体，营造出历史记忆、

创新思维相交织的艺术新街区。

借由“城中村”改造的快步推进，

一个个腾挪出的新空间将成为未来发

展的新增量，并由此实现地区功能和

生活品质的新跃升，丰实人们的获得

感、幸福感。

从“工业锈带”到“艺
术秀带”

蕰藻浜，被寄予厚望的“科创之

河”，一头一尾分别连接着吴淞创新

城、南大智慧城。未来五年，两大重

要转型板块将齐步迈入“集中建成

期”，并将成为装载各类创新主体的

“首选地”。

吴淞创新城，工业气息浓郁的金

色炉台化身新地标，将成为区域对外

开放的一扇新窗口。按照“产业为先、

产城融合、生态宜居”总定位，其将形

成以新材料、智能硬件和新经济“三

新”产业为引领，以“科创+文创”产业

为支撑、高端商务商业和高品质旅游

业“两高”产业为配套的产业发展格

局，全力打造世界级长三角科创中心。

“不低于黄浦江两岸”的标准推进

功能集聚、品质开发，这是宝山区对南

大智慧城的高定位。历经十年拆违，

这里将蜕变出“云端一座城”。作为入

选上海新一批13个特色产业园区之

一，位于南大智慧城核心区域的数智

南大产业园，未来将发力数字经济新

赛道，积极打造数字产业链，培育数字

经济生态圈。此外，作为首发项目的

“双子塔”不久前完成结构封顶，建成

投用指日可待，未来有望吸引更多企

业总部进驻。

在两大重点板块纷纷驶入快车道

的同时，那些消失的工厂、堆场、仓库，

也将继续收藏着独属于钢铁工业的炽

热记忆。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主校

区，选址在型钢厂房遍布的老工业基

地。未来，还将有至少两条地铁线路以

及一条新辟的市政马路横穿校区而过，

串联起校区、园区、居民区，让艺术创新

等各类要素加速集聚，活力竞相迸发。

“1号湾”畔，更多不设围墙的社

区型园区纷纷涌现，在开放融合中激

荡出更多创新因子。漫步在滨水空

间，人们既可与艺术元素迸发的“一墙

美术馆”邂逅，也能在桥下空间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球赛。科创、艺术、生活，

彼此互融并进，“工业锈带”向“艺术秀

带”迈进。

攻坚科技成果全链
条转化

作为科创中心主阵地，宝山区对

“主阵地”的理解并非门门优秀的全

能选手，而是勇挑重担的“特长

生”。这也意味着，其将瞄准关键领

域定向发力。放眼全市，宝山区的独

特地缘优势在于兼有城区和郊区“两

大战略空间”。这构成了其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天然优势，也使其在产业布

局中能实现“总部经济+制造环节”

同步发力。这给了它深耕科研成果全

链条转化的底气、信心。

未来五年，宝山区将借由成功揭

榜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2021年

度全面创新改革任务书，以先投后股

方式探索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让最新

最前沿的创新成果，早一步应用到产

业，早一天争取到市场主动权。由

此，加速“实验室”到“生产线”的

转化链路。据悉，这也是该年度上海

市唯一一个以区为主体入选的创新改

革任务。

全链条转化，离不开类型多样的

科创载体。不久前，环上大科技园孵

化器、北大科技园众创空间等8家双

创载体成功入选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

载体培育体系。至此，宝山区内共有

32家市级以上创新创业载体。这些

载体中，既有聚焦新药研发的中试

放大平台，也囊括了生物医药公共

测试平台等。未来，这些针对痛点

环节“靶向”催生的各类创新载

体，将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助力

科创成果转化提速。

成果转化，还少不了人的主观能

动性。实践中，高校实验成果与产业

应用时常存在“供需差”。为此，宝山

区依托辖区高校资源丰富的优势，还

将全力培育“技术经纪人”，由市场向

高校“定制”科研需求清单，以需求倒

逼源头创新，缩短成果转化链路。

借由全力攻坚科技成果全链条转

化，这座“钢铁之城”将加速蝶变

“创新之城”，让科创成为熔铸于区域

转型的亮丽底色。

将加快建设南大吴淞核心承载区、做优做强科创载体、融合提升文化科技软硬实力

新一代先导产业在工业老区奔出上扬曲线

奋进“北转型”，“钢铁之城”蝶变“创新之城”

少有人料想到，新一代先导
产业，竟能在工业老区奔出上扬
曲线。五年来，宝山区高新技
术企业达848家、增长2.2倍，
59个项目获国家、上海科学技
术奖。新材料、机器人及智能
制造、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先导产业加速集聚。

创新引擎加速动能转换，
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科
创”也成了宝山区向外投递出
的新名片。自始至终，宝山区
都紧紧依托自身工业基因、制
造优势。譬如，在生物医药领
域，其锚定“张江研发+上海制
造”这一历史机遇靶向聚力，精
耕附加值及利润产出愈加凸显
的高端制造环节，由此才走出一
条“人无我有”独特发展之路。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
作为上海特色产业园区之一。
短短数年，集聚效应初显。入
驻企业中，不仅有高端生物制
品、高端医疗器械等研发制造
类头部企业，也不乏技术服务
等跨产业跨领域高能级企业。

创新主体纷至沓来，离不
开 一 个 个 腾 笼 换 鸟 的 新 空
间。空间迭代腾挪出的新载

体，回应的不仅是创新主体
“有没有地”的基础需求。新
兴产业加速起势，正源于一个
让各类创新资源和要素充分
涌流的大生态。

五年来，宝山区“科创浓
度”持续攀升。大学科技园、创
新孵化器、中试放大平台，各类
新空间成了产业链不同细分
环节的新载体。更多创新主
体来到这里、留在这里，只因
找到了“最佳科创合伙人”。

从实验室到流水线，科技
创新每个链条环节上的疏通发
力，终让“科技之花”结出“产业
之果”。开园一年多的环上大
科技园，不仅吸引集聚了132

家企业落地，更一举破解了烯
碳铝合金、工业软件设计等一
系列“卡脖子”问题。全国首个
35千伏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
工程全线贯通，使超导电缆长
度从数百米突破至1公里以
上；8英寸石墨烯单晶晶圆研
制成功……这背后都有“宝山
制造”的身影。眼下，一幢幢科
创建筑、一个个创新园区，依旧
在拔节生长，承载着无数创新
主体的梦想与希望。

新征程新作为

新成就新气象

构建全区域协同、全要素配置、全链条融合、全方位保障的全域创新格局

台色炉台 ·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 “科技之花”
结出“产业之果”

“城中村”变为
“城中景”

从“工业锈带”
到“艺术秀带”

宝
山

五年来，人们印象中“又粗又重”的宝山正在变轻。河滨

岸线，“最佳景观位”让给了科创园区、居民社区。围绕“科创

中心主阵地”这一全新历史坐标，其瞄准的是一场更深层次的

区域蝶变。从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城市功能、生态环境到人

文素养，这是一次全方位、全链条的革新重塑。

吴淞口，一边是水天相接的江面，一边是绿影婆娑的植

被。全国首家以河口科技为主题的专业展馆，就藏身于一

座由钢渣回填的湿地公园内。

蕰藻浜畔，粗重的堆场消失，活力四射的“1号湾”成

了好逛的公共滨水空间。

被视为“超级疫苗工厂”的上药康希诺，不仅在宝山区

打出了“上海产”新冠疫苗第一针，更跑出了“当年创立、当

年建成、当年投产”的加速度。

卸下过往包袱的同时，宝山区也同样珍视历史馈赠，让

科创成为老工业区转型的亮丽底色。工业气息浓郁的偌大

工业空间，如今反倒成了科创思维迸发、创新灵感激荡的最

佳场域。

向着“科创中心主阵地”目标，这座“钢铁之城”正逐步蝶

变为“创新之城”，着眼全域创新，持续增强南大、吴淞科创核

心承载区及各产业园区创新功能，更好承接毗邻高校、央企等

科研力量、技术资源，以滨水空间为依托酿厚创新氛围，全力

奋进“北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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