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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过去十年，宝山区如何褪去
“老工业基地”标签，成为“科创中心

主阵地”？

陈杰：宝山因宝钢扬名，宝钢因宝
山得名。作为老工业基地，过去十年，

这里的钢铁、能源、物流、港口等产业

曾成就了上海重工业的“黄金时代”。

但随着城市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有了

新需求、新期待，宝山也被赋予全新历

史使命——“科创中心主阵地”。

撕下“老工业基地”的标签，接驳

科创新动力的宝山，迎来了空间、产

业、治理的全方位、深层次蝶变。

一批老厂房、老仓库、老堆场、

老码头、老港区实现“腾笼换鸟”。近

年来，我们年均盘活低效产业用地

2000亩。腾挪出的新空间“装”入新

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走出

了一条集群发展之路。以生物医药产

业为例，瞄准疫苗、检测、基因工

程、医疗器械等细分赛道，集聚了康

希诺、艾博、蓝鹊、博沃、宝济等一

批有技术壁垒的企业和项目。过去两

年，全区生物医药规上工业总产值年

增70%。

空间转型、产业转型，也带动了治

理转型。譬如，南大地区，这一环保重

点整治地区，十年磨一剑，如今洗尽铅

华，焕发生机。围绕“地上一座城、地

下一座城、云端一座城”的建设目标，

这里将成为数字治理的创新应用场。

记者：如何看待“北转型”与“科
创中心主阵地”二者的关联？

陈杰：“十四五”期间，上海要加
快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

力、南北转型”的空间新格局。今年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又提出，要加快功能

提升，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主阵地和绿色

低碳转型样板区。

宝山打造科创中心主阵地，就是为

“北转型”服务的。从大学科技园到

“科创宝”，种种探索创新，都是为区域

转型提供动能活力。

无论从自身区位优势，或是国家

战略角度出发，“北转型”可谓恰逢

其时。由宝山、金山串联起的南北发

展轴曾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

献。宝山贡献了全市近100%的钢铁产

能，站在全新历史起点，迎来转型新

契机——为全市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增

长极。

要打造新的增长极，需要以链式思

维谋划全局。对上海来说，沿着长江经

济带“北上”将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之一。往北走，上海能匹配到更互补的

“产业搭档”，实现链式布局。宝山恰好

就位处沿江沿海大通道的“关键枢

纽”。作为北沿江高铁的始发站，规划

中的宝山站将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沪

通铁路二期。考虑到未来将应对较大客

流，站点也规划为8台18线，容量也从

8万平方米提升至10万平方米，足见各

方对宝山满满的信心和期待。

记者：围绕科研成果转化，如何缩
短产业链，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陈杰：瞄准打造“科创中心主阵
地”，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是关键一招，

最终目标是助力提升城市科技创新策源

能力和高端产业引领能力。接下来，将

重点围绕“有得转”“转得好”两方面

发力。

“有得转”，即扩大高校朋友圈。这

背后蕴含的是“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

用”的理念。虽然区内在地高校不多，

但却毗邻复旦、同济、上理工等高校以

及多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14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近

半都落位于宝山周边。

“转得好”，是为产学研牵线，全

力搭好“三座桥”。第一座桥是大学科

技园。譬如，环上大科技园营造创新

苗圃、加速器等多类型载体，回应不

同阶段创新主体的个性需求。第二座

桥是组建大学科技园专业运营机构，

让更多“技术经纪人”嫁接起科研机

构与市场主体。第三座桥是线下“数

字科创港”和线上“科创宝”平台。

在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的助力下，

已汇集了企业需求端、高校成果端、

中介服务端、政策供给端，成功研制

首艘南极科考无人艇等一批高质量的

创新成果。

记者：空间焕新对地区功能提升

至关重要，“城中村”改造如何加码

提速？

陈杰：在上一轮认定的49个“城

中村”改造项目中，宝山区杨行镇属于

步速较快的。由于杨行老集镇体量较

大，改造分批次推进，目前一期安置房

已顺利交付，二期动迁工作有望年底前

基本完成。

“城中村”改造的初衷是改善居民

生活品质，为区域发展腾挪空间。过

去的传统改造路径是“上楼”，更好

平衡改造资金，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但接下来，不仅改造空间形态，也与

功能文化紧密结合，精心研磨改造新

范本。

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文化古镇罗

店为例，将充分保留原有的历史脉络

和文化内涵。按照“一路、两轴、三

区”的设想，围绕老镇核心风貌区、宝

山寺、花神堂等区域特色，结合古典与

现代元素，将其打造为区域新地标。

新模式在短期内更考验改造主体的定

力、耐力，但我们要从长远来算这笔

民心账。

“城中村”外，多项民心工程也聚

焦生活品质提升靶向发力。譬如，在公

园建设方面，宝山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12.4平方米，位列全市第一梯队。作

为宝山环城生态公园带的先行启动项

目，丰翔智秀公园也将于今年底竣工。

推门即见的盎然绿意，还化为持续增量

的“水晶天”。近年来，宝山区空气质

量优良率稳定在全市前列。

记者：如何用一句话描述期待中
“北转型”后的区域面貌？

陈杰：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并具有复
合城市功能的新区域。

首先是推动产业转型。突破传统产

业结构桎梏，抢抓新赛道新机遇，加快

布局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高质量市场主体，

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协同、制造业服

务业融合发展。

其次，在空间转型方面下苦功。打

通沿江沿海大通道，优化内部交通体

系，促进功能空间合理布局，打造吴淞

创新城、南大智慧城、环上大科创街区

等重点转型载体和空间新地标。聚焦蕰

藻浜沿岸科创转型等，加快沿岸生态修

复、形象提升、功能再造，加快打造

“北中环赋能经济带”。

此外，聚力推动治理转型。用便利

的营商环境吸引市场主体，用精细的城

市管理改善城市面貌，用智能的数字服

务赋能城市治理，用优质的公共产品服

务人民群众。以宝山首创的“社区

通”为例，目前已开通网络议事厅，

居民线上提需求、定方案、投票表决，

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生动实践。

作为上海市首批教育数字化转型实验

区，宝山还将继续在课程中引入人工智

能，用数字技术助力推动教育资源均

衡，更好因材施教，以高品质服务供

给引才留才。

——访宝山区委书记陈杰

宝山：空间、产业、治理全方位深层次蝶变

以科创牵引发展，精心研磨“北转型”范本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合作，诞生至今

整整二十余载的大学科技园正显现一种

发展新范式。环上大科技园正是一个值

得咀嚼的样本。

总体规划面积约57平方公里的环

上大科技园，牢牢包裹着“一镇、二

城、三园”，即大场镇，南大智慧城、

吴淞创新城，超能新材料产业园、上海

机器人产业园、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

等重大板块。

这个集聚产业、人才、资本的“聚

能环”，不止于物理空间的“接近”，更

涵养着“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

包容气度。诞生一年多来，环上大科技

园已累计落地企业276家，转化科技成

果53项。

其中，今年新增落地企业153家，

转化科技成果20项。“吸引大家的是全

链条服务、全周期发展”，相关负责人

这样剖析。

聚产业：凸显大学、科技
“双重属性”

打破制约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天花

板”，关键在于顶层机制的重构。实践

中，大学科技园曾“试水”过两套运营

方案：第一，由大学牵头，然而高校科

研人员虽技术过硬，但缺乏接驳市场资

源的经验。第二，由市场主导，资本有

了，却面临成果难寻的尴尬。

精心设计股权占比、运营模式，决

定着园区的发展能级和潜力。对此，环

上大科技园诞生之初便审慎考量，最终

集合了宝山区、大场镇、上海大学等多

方主体共同参与。主体变多，凝结各方

力量，园区的发展之路自然越走越宽。

孵化基地外，研发总部基地、中试

放大平台等，统统成 为 园 区 可 调 配

的资源。先天优势补足后，链式服务

基地也顺利诞生。就此，环上大科技

园从零起步，精心谋布五大核心基地，

形成链式服务。今年还计划新增3个

授牌基地，串联起企业发展的“全生命

周期”。

聚人才：营造“类花园”创
新生态

有了载体空间，更重要的是聚人

气、聚流量。四通八达的便捷交通，毗

邻高校的优势，让这里从不缺“背包

客”。但如何将这些“过路流量”沉淀

下来，化为区域发展的新动能？

作为环上大科技园“园中园”之一

的北京大学科技园，其执行副总裁王国

成举例：可营造“类花园”的包容创新

生态，深入挖掘创新创业人才的内在

需求，量身打造一批联合创新空间，

让人与人的链接多样，促就创新创意

的萌发。

因此，毗邻地铁7号线上

大路站的2号基地 （国际研

发总部基地），也成了

行 知 读 书 会 的 驻 扎

地。当产业园区遇

上读书会，软硬

实 力 互 动 并

进，迸发出

别样火花。

作为全市首个试点的科创街区，环

上大科技园未来将持续做厚人文底蕴、

创新优势，打造宜居宜业的新空间，以

“小尺度”实现科技创新的“大

融合”。

环上大科技园，“聚能环”蕴藏转型密码
■本报记者 王嘉旖

环上大科技园已成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试验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