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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又一次在浦江之畔拉开

帷幕。500多位重量级嘉

宾、百多场高水平论坛、数

百件高质量展品，以及遍布

黄浦江两岸的众多人工智

能超级场景，将再次吸引

全世界的目光，点亮数字

经济和元宇宙等前沿赛道。

上海的人工智能产

业，这些年来始终保持着

快步向前的姿态。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AI企业

产值首次站上2000亿元

台阶，2021年更进一步，

首次突破3000亿元。从芯

片、算法，到终端、应用，从

点状场景建设，到城市级

的落地铺开，这几年，上海

人工智能发展气象万千，

已形成一条强韧有活力的

产业链、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应用方案、一个多要

素集聚融通的创新生态。

超级场景遍布浦江两岸
人工智能点亮前沿赛道

 徐汇分会场主入口。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展会现场亮相的一款“微创机器人”，创新性提供能够延长和重塑生命的智能手术全解方案。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浦东分会场举办地——张江科学

会堂位于上海科创CBD入口处，北望“张

江药谷”，西近张江人工智能岛，比邻在建

的“张江科学之门”。本报记者 袁婧摄

展会现场的智能环卫清扫车，拥有自动唤醒、自主泊车和自动倾倒垃圾等功能。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上接第一版）

不过，三十多年过去了，砖瓦房也

已破旧。“房顶前后修复了三次。屋外

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不改不行了”。

拆迁腾地、手续办理、工程建设

等，这是“城中村”改造遇到的几大

难题。近年，闵行区选择与上海地产

集团合作，成立地产星侨公司全面实

施中心村开发建设工作，采用“区政

府主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入合作

单位共同改造”模式，推进“城中

村”改造。工作组将企业搬迁、动迁

安置房建设、市政规划等多项任务并

行开展，实现了村民在签约之后尽快

实现回搬。

“动迁安置房是中心村生态园项目

的先行工程，基本做到了原拆原建，让

村民们不离乡土、不离乡音。”地产星

侨公司副总经理陈巍介绍，安置房80%

为中小套型，共有5种房型，从近60平

方米到120平方米不等，此外还规划了

学校、商业等综合配套，给村民创造宜

居生活空间。

“城中村”改造是民心工程，必须

只争朝夕。宝山区杨行镇老集镇“城

中村”改造指挥部给出的经验是：“一

家家做工作，一家家定制方案”。今年

这一轮动迁启动时，他们专门组建了

一支百人队伍，冒着酷暑走街串巷、

敲门入户，耗时一个月就完成了政策

解读宣传、现场评估、校对审核等大

量工作，踩准每个改造节点让“城中

村”改造这个“长周期”项目能够顺

利进行。

多元要素规划，不光要解
决住，还要提前想好就业问题

中心村的改造并不是简单的房地产

开发，还结合城市发展、村民生活等需

求，突出多元化、生态化特点。随着中心

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获批复，即将“蝶

变”为复合型都市生态休闲走廊，预计到

2026年左右整体生态环境基本成型。

同样，闵行区七宝镇碧林湾新苑二期

动迁安置房近期迎来了回搬的村民，来自

联明村、沪星村、友谊村等地的389户村民

此后将陆续完成确认安置房权利人，签订

《配套商品房供应单》《销售合同》等新房

入户手续，村民“安居梦”陆续实现。

一江之隔，浦江镇召楼古镇最新规

划调整目前也已取得市政府批复，这一

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内，规划修编以召

楼老街历史风貌区为核心，优化用地功

能、完善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配

套、改善道路交通环境、提升空间景观

品质，由此保护古镇整体格局、传统风

貌和各类历史文化遗存。

改造过程中，闵行区充分听取村民对

补偿安置方案、集体资产处置等意见建

议，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

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社会管

理等其他社会形态改造，实现地块改造后

在空间形态、居住环境、社会管理、经济发

展和文化心理等方面与城市的全面融合。

“不光要解决住，还要提前想好居民

就业问题。”宝山区杨行镇“城中村”项目

推进中，不光有学校、公园等“城中村”稀

缺的公共服务配套资源，还嵌入了“产城

互融”理念，在“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置入

更多产业空间，让改造后的“城中村”真

正成为宜居宜业新空间。

上海启动实施“城中村”改造以来，

政策支撑不断完善，改造模式愈发多元。

由此加快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条件，优化

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调整空间布局，改善城

市面貌和形象，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同时，

也将“城中村”改造与新城建设、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保护、撤制镇改造、乡村振兴等紧

密结合，通过全方位综合改造，实现居住环

境、空间形态、功能开发、社会管理、产业发

展和历史文化传承的综合提升效应。

(上接第一版）

本届论坛以“1个主论坛+5个平行

论坛”的方式举行，平行论坛的主题分

别为：以“家文化”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新江

南文化与城市软实力、从江南城市建设

阅读江南文化意蕴、走进奉贤探寻江南

史前文明演进。未来，论坛将陆续聚焦

“融合与创造”“演绎与传播”“生产与生

活”“梦想与未来”等主题定期展开。

缝合“城乡”界面，提升生活品质激活发展动力

奉贤塑造新江南文化品牌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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