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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探索突破、一路披荆斩棘、

一路成就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

闵行区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十年。

闵行着眼服务全国全市发展大局，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团结带领

全区党员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追求卓越、敢为人先，勇于创新、

敢于突破，推动闵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

向广度、深度进军，实现由以农村地区

为主的近郊区向以城市化地区为主的主

城区华丽转身，城市面貌和人民群众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发

展跃上新台阶。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闵行正

加快建设创新开放、生态人文的现代化

主城区，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品格，充分

发挥软实力的“加速器”作用，全面推

动软实力与硬实力互动并进、相得益

彰，为城市高质量发展，铸就不竭动力

和澎湃活力。

世界级“科创湾区”引才聚才

初见张志刚，他正卷着衬衣袖

子，全神贯注地做一杯咖啡。有人

说，这可能是闵行区“最值钱”的咖

啡——在“零号湾”的赛舍空间咖啡

馆，不少创业团队就是在这里和投资

人谈下了第一笔融资。

张志刚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也是上海零号湾创投公司总经理。

2015年，上海交大、闵行区政府和上

海地产集团三方共建新业态众创空间

“零号湾全球创新创业集聚区”，张志

刚成了上海交大第一个保留教职离岗

创业的副教授。从那时起，他名片和

微信名上的职务就成了“零号湾1号

服务员”。

“我们一直想让老师和学生的想

法、创意、成果，能够支持整个区域、

整个社会的发展。”谈及创设“零号

湾”的初衷，张志刚说：“一定要构建

一个开放的、与大学零距离紧密融合在

一起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从一个窄窄的产业园起步，北至

申嘉湖高速，西至沪闵路，东至虹梅

南路，南至黄浦江，总面积约 17平

方公里的科创策源区，“零号湾”由

小变大，其功能和影响力也在与日

俱增。

张志刚脚下的这片土地，正迎来

一场脱胎换骨的蝶变。今年8月，市

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 《推进“大零

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建设方

案》，“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区加速建设，它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级

的“科创湾区”。

闵行响应国家战略，依托上海交

大、华东师大、紫竹高新区等优势资

源，充分利用南部区域科创要素集聚优

势，打造了面积大约17平方公里的科

技产业带，已发展成为上海建设全球科

创中心的南部“主攻手”。

如果说，在南部，闵行为创业者

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家园，那么

在北部，闵行则打开了一扇面向世

界的“大门”。

建区之初，闵行把准时代脉搏，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大外资招商引资力

度，全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进入新

世纪，闵行又牢牢抓住虹桥综合交通枢

纽建设和举办进博会重大历史机遇，全

力推进虹桥商务区快速发展。

去年2月，国务院批复《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目标定位从

过去的“虹桥商务区”提升到“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由上海一地的实践上升

为长三角共同推进。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对闵行而

言，是重大的历史机遇，也是前所未有

的挑战。如今，在总面积48平方公里

的 虹 桥 国 际 中 央 商 务 区 （闵 行 部

分），核心区内 3.7平方公里的中央

CBD已建成运营，30平方公里的前湾

片区已基本完成规划研究和收储动

迁，全面进入开发建设阶段，规划总

建筑面积约1200万平方米。

不久的将来，这座辐射长三角、

联通全球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将更

具魅力、更富活力。前湾地区，一

座融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国际文

化、国际医疗、国际教育、国际社

区6个核心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化产城

融合示范标杆将拔地而起，虹桥国

际艺术文化中心、前湾公园等标志

性建筑将成为区域新地标。

如今，闵行正构建“北部先行、中

部崛起、南部振兴、东部开发”的发展

格局。在落实国家战略、服务上海和长

三角大局中，牢牢把握定位和责任，将

局部优势转化为整体优势，将创新与开

放融入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之中。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创新首要在于人才，今天的

闵行对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迫切。未来的闵行，始终以求贤

若渴的心态向天下英才敞开大门，以

近悦远来的环境雕琢“良禽所栖之

木”，让城市成为各类人才向往之地、

创新之地、扎根之地。

善用“绣花针”织就“锦绣图”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开

幕，当下漫步闵行新虹街道，道路两旁

鲜花色彩艳丽、花香袭人，点亮了进博

“世界会客厅”。

“城市美容师”张仁梅却无暇欣

赏。凌晨3点，她已起床准备，凌晨5

点，一阵秋风吹过，几片枯叶飘落在人

行道上，张仁梅随即挥着扫帚将它们

揽进簸箕。清脆的沙沙声唤醒了城市

的清晨。

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新虹街道

“席地而坐”就走红网络，这背后有着

无数个“张仁梅”。

社区治理好比绣花，善用网格“绣

花针”才能织就“锦绣图”。全区首个

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和进博服务保障

指挥平台在新虹成立，强建设、细治

理，新虹街道从一个城郊街道，迅速成

长为商贾云集、地区优美、治理高效的

现代化城区。

这或许是闵行基层治理的一个缩

影，但要让更多的人对这座城市感到舒

心，“温情的服务”必不可少。

“只在手机App操作不到1小时，

就完成了个体营业执照申请。”个体经

营户杨生志更感意外的是，第二天就可

领取执照了。杨生志和妻子薛学芬准备

在罗锦市场内开一家餐饮店，在梅陇市

场监督管理所完成了整个申报流程，直

呼“太快了”。

这样的“快”，在闵行成为一种

常态。

如闵行探索的个体营业执照全程网

办，从申请、核名、提交材料到审核都

能通过移动端在线完成。平台所有操作

数据都有痕迹、可追溯，工作效率和管

理效率大大提高。

马桥镇的李阿伯年纪大了，原计划

携带纸质发票至社区窗口提交申请，在

闵行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大厅，“陪

办”人员告诉他，征地养老医疗费已实行

“零材料、不见面”报销，由区级系统根

据医保数据自动结算报销金额，直接发放

至养老人员银行卡内。

闵行在全市率先试点“陪办”工作机

制，让企业群众办事“复杂事情轻松办，

简单事情快速办”。

目前，闵行区累计推出了25个“高

效办成一件事”、开发38个“好办”“快

办”“智能办”事项，“随申办”闵行旗舰

店累计整合教育、卫生、居住等领域87

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政务服务“掌上

办”，办件量达200余万件。借助“家门

口的服务站”，在区内重点园区、街镇

社区等布设自助终端69台，实现教育、

医疗、保险、就业、行业许可审批等领

域155个市级事项和551个区级事项“自

助办”。

值得一提的是，为服务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建设，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闵行区牵手杭州余杭、苏州相城、南京

江宁等地区开展“长三角”政务服务战

略合作，通过线下设立“长三角”服务

专窗、线上业务系统互通、自助机互植

等形式，实现首批39项试点事项异地线

下就近办理。

如今闵行涌现出一批全市领先的改革

举措，“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全面推开，

实行“前台一窗收发、后台联合会审”

的审批服务新模式。全市首创“企业之

家”服务工作站，形成“区人才服务中

心—街镇人才服务专窗—重点企业人才

服务站”三级联动机制，提供升级版“上

门办”服务。

跑 出 招 商 “ 加 速 度 ”、 扩 大 合 作

“朋友圈”、做好企业“合伙人”，闵行

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已升级到 5.0版，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已形成。

构建“北部先行、中部崛起、南部振兴、东部开发”发展格局

闵行：加快建设创新开放、生态人文的现代化主城区

厚植城市软实力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本报记者 祝 越
通讯员 戎长春

秋菊正艳，糕香飘溢。刚刚忙完“九

九重阳 ·颛桥糕会”，宋爱华终于可以歇

一歇了。

一天制作300多条颛桥桶蒸糕，每

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作为上海市非遗

项目颛桥桶蒸糕技艺传承人，宋爱华

觉得，能让无数慕名前来参加糕会的

市民品尝到上海桶蒸糕“老味道”，自

己累一些也值了。

颛桥糕会已经连续举办15年，赏

菊、品糕，体验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不

仅成为闵行区颛桥镇的传统节日文化特

色，也成为上海的传统节日文化品牌活

动。目前，闵行拥有莘庄灯会、召楼粽

情、月满马桥、颛桥糕会4个民俗节庆活

动，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活力。

打造“闵行元素”文化标识

在闵行，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

文化资源丰富，拥有4000年悠久历史的

马桥文化是其底蕴，被誉为“上海之本”；

作为“创新先锋”的上海南部科创中心面

向未来，已成为上海重要的科创引擎，这

两张城区文化名片，让闵行深厚的人文

底蕴，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这些年，ATP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

上海合唱节、上海浦江戏曲节、闵行文创

节等一大批文体品牌活动，让具有闵行

元素的文化标识格外醒目。

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闵行模式”

“滨”纷志愿，义不容辞。在闵行有

一位公益达人为人们所熟知，他就是第

六届全国道德模范王海滨。如同7年前

奋不顾身浴火救人一般，王海滨一直坚

持着志愿者事业。帮助烧伤群体重建生

活、关爱特殊儿童、连续四届参与进博会

志愿服务、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影响着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一

点微光照亮整个天空。

2020年，闵行区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区文明程度日

益提升。作为全国第二批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单位，截至今年9月，闵

行已建成1个区级文明实践中心、14个

街镇（莘庄工业区）文明实践分中

心、552个村（居）文明实践站，

延 伸 打 造 151个 文 明 实 践

“益空间”。今年9月，在

闵行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闵理+”文

明实践会客厅正式

亮相，掀起了理论宣传教育热潮。如今，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闵行模

式”生机勃勃、深入

人心。

擦亮传统文化品牌，人文之地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祝 越

通讯员 戎长春

“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加速建设。图为“大零号湾”科创大厦。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