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以（上海）创新园今年即将迎来
开园三周年，这里是我夜以继日奋斗的
地方。对我而言，这里充满着光荣与梦
想。从1954年开始，这里就是英雄金
笔厂的厂房，作为传统民族品牌的英雄
金笔，很多人小时候都用过，这个品牌
对于国人，尤其是上海人而言，是一种
自豪。

这处自带光环的厂址，在2014

年因桃浦地区转型发展需要，被桃浦
智创城正式收储。厂区正式移交的那
一天，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8月21

日，那一天中国女排夺冠了。这一天
对我而言也意义重大，我们正式接过
了“民族创新”的光荣一棒。

如何接好这一棒？近2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的厂区又如何适应桃浦地区整
体转型发展？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老厂
房。多方专家的几轮论证下，一致认

为，这个厂区代表了中国尤其是上海历
史上民族企业的发展脉络，要作为风貌
保护整建制地保留下来。

就这样，我们在整建制保留历史
风貌的基础上，对老厂房进行加固改
造。在第一轮次的改造过程中，拿出
两幢楼，将内部空间改造成了小格子
工作间，每引进一家单位都会先为创
业者提供1至2间。慢慢地企业成长
了，需要更大空间了，再重新安排。针
对一些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科创企
业，我们也有更大的空间进行匹配。

这样一步步改造，我们有了适应
科创企业发展所需的物理空间和“硬
性”载体，为了更好地扶持企业发展，
我们又在这里植入了更多创新的“软
性”因子。目前，园区已经集聚了近
90家企业和机构，也成功纳入了上海
市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育体系的科技
企业孵化器名单。

在中以（上海）创新园，我们打造
的是一个融合了历史与科技创新的未
来。站在历史的交汇处，中以（上海）
创新园的未来已来。

创新，才能接上光荣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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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转型升级，破茧成蝶

以实施“五色行动”为抓手，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宜居宜业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四大产业
今年1-8月

智能软件、研发服务、科技金融、生命健康
四大重点产业总产值

同比增加26.07%
占区税比重达35.69%

旧房改造
过去五年

旧住房成套改造29.8万平方米
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

1070万平方米

金秋时节，漫步在梧桐林立的曹杨

新村花溪路上，满眼都是层层叠叠的梧

桐叶，挡住了直射的阳光，别有一番清

凉。“以前这里线杆和架空线很多的，一

圈圈的电线就像蜘蛛网一样。”花溪路沿

街的居民目之所及，蓝天、绿叶、碧水、红

桥，直呼“曹杨新村更美了”。

同时，通过破墙透绿、梳理林下空

间、活化水岸等手法，曹杨新村重构了

“一环、三道、多点”珍珠项链状的亲民便

民、宜乐宜游的新型环浜公共空间。

除了在城区环境面貌改善上持续发

力外，曹杨新村街道同时聚焦社区居民

的“急难愁盼”，从居住环境入手，全力加

速旧住房成套改造和老旧小区综合修

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曹杨一村

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

自2019年启动，力求在保护好优

秀历史建筑风貌、传承劳模精神底蕴

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环

境景观，并在推进过程中实现“一户一

方案”，尽可能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化

需求。

在方案设计阶段，设计师平均每户

5次听取居民意见，不断了解老百姓的

各种需求，比如厨房卫生间的门该怎么

开、独居老人等特殊人群有哪些个性化

需求等。前期的充分沟通，赢得了居民

的信任，仅仅10个月，曹杨一村1499户

居民全部签约成功。

如今，修葺一新的曹杨一村，向回搬

的居民们展现出最美的容颜。明亮宜居

的房间、遍布整个小区的智能设施、漂亮

的公共区域……处处让居民感受到舒适

和便利，也让他们一步步看到了梦想中

的幸福家园。

近年来，普陀区始终把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贯穿区域建设全过程，在更高水平上

实施“蓝网绿脉橙圈宜居美路”城市有机

更新：即实施“蓝线水网 ·岸线生境”提升

计划，打造清洁通透的水系网络；实施绿

色普陀“点线面”工程，打造绿意盎然的

生态脉络；实施就近宜居生活圈（橙圈）

计划，打造便捷舒适的共享空间；实施老

旧小区再提升计划，推进整体性、综合

性、精品化的房屋修缮；实施“美丽道路”

建设，结合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打造

“线清、杆合、箱隐、景美”的道路景观。

“五色行动”宜居宜业

普陀的科创发展离不开两张“王

牌”，即中以（上海）创新园和上海清华

国际创新中心。

中以（上海）创新园开园2年多来，集

聚了近90家企业和机构，有效知识产权

突破270件；通过园区的孵化培育，2家潜

力企业获得合计4.43亿元A轮融资，1家

企业入围工信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

任务揭榜单位；1家企业获得市级创赛大

奖；4家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按

照《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22—

2024）》要求，普陀区出台了中以（上海）

创新园“中以联合研发计划”，对列入该

计划的项目，按合作项目研发经费的

50%以内比例，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

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由上海市

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发起设立，

于2019年揭牌。中心聚力打造集成

电路研究平台和重点实验室，采取科

技和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科创大脑、

科创金融、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

模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集聚相关产

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两张王牌”渐入佳境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张晓鸣

三个重点发展地区，即苏河水岸经

济发展带、真如城市副中心、桃浦智创

城，已成为带动普陀发展新的增长极。

具体而言，普陀区将绘好“半马苏河”

工笔画，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乐

的活力秀带，统筹21公里岸线工业遗存、

景观绿地、苏河驿站等元素；加强水岸联

动、陆域街区联动，推进滨水区域与沿线

商圈、园区、居住区等协同发展；持续完善

滨水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推进

半马苏河公园和M50人行桥等建设。

过去5年，苏河水岸经济发展带聚

焦资源共享、水岸联动，统筹推动沿线长

寿、长风、长征地区一体化发展。长风、

长征地区规划调整基本完成，长寿地区

城市更新和环境改善成效显现。

真如城市副中心，将加快推进铜川板

块、金盛板块规划研究和控规调整。拆除

大渡河路1912号“煤气包”，推进市体育宫

改扩建工程和体育公园规划研究。

桃浦智创城，将推进核心区建设和

拓展区基础性开发工作。加快推进智创

TOP等项目建设，桃浦科创服务中心项

目完工，桃浦中央绿地全面建成。

“三个地区”脱胎换骨

普陀区正在加快培育智能软件、研

发服务、科技金融、生命健康4个重点

产业，其中包含了众多科技创新型企

业。未来将发挥地处G2、G42大动脉

入城口的区位优势和创新资源集聚优

势，打造连接长三角的“会客厅”。

推动更高质量发展，五年内四大产

业占区级税收比重达40%以上，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新兴产业开辟新蓝海，更

具辨识度和辐射力的产业集群逐步形成。

今年1-8月，四大产业逆势增长，

总产值同比增加26.07%，占区税比重

达35.69%。普陀同时瞄准集成电路、

网络安全、智能网联汽车等一批未来产

业，形成“小苗小树”铺天盖地、“参

天大树”顶天立地的良好产业生态，形

成更多转型发展的新亮点。

普陀区“全域、全力、全员”大招

商格局已初步形成。例如，国内建筑材

料领军企业东方雨虹2020年开始与普

陀开展深入合作，2022年企业在普陀

购置的总部办公楼正式投入使用，成为

普陀区桃浦地区首发地块智创TOP的

首批入驻企业。

“四大产业”蓄势待发

桃浦中央绿地。（普陀区供图）

口述者：强浩（中以（上
海）创新园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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