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革市委纪念赵祖康诞辰120周年
本报讯 （记者占悦 通讯员吉朋晓）昨天，民革上海市委举

行纪念赵祖康先生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暨《赵祖康传》新书首发

式，以此纪念民革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上

海市委老主委，著名道路市政工程专家、社会活动家赵祖康先生

诞辰 120 周年。

作为民革上海市委成立 65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年民革上

海市委组织编写《赵祖康传》，重温他的光辉事迹和高尚情操。在

新时代、新阶段将从前辈的精神中汲取力量，在继承中创新、在

坚守中努力作为。 接下来，民革上海市委将坚守政治初心，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不断提升能力，为全

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履职尽责；按照新时代参政党标准和要求，加

强自身建设。

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上海市委

主委高小玫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出席。

宋庆龄学校成立首届专家委员会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昨天，中国福利会所属上海宋庆龄学

校成立首届专家委员会，邀请来自教育、数学、物理、航天、生物

等领域的杰出专家学者为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专业指导。

同时， 宋庆龄学校与苏州中学签约启动长三角示范性基础

教育共同体平台建设。 未来，两校将联合区域内优质学校，为教

育教学研讨、师资交流培训、教育资源共享以及网络教学联动等

方面工作搭建平台， 形成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长三角教学研联

动体系。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王家瑞，十二届上

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

姜樑等出席。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九三学社市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占悦 通讯员李轩）昨天，九三学社上海市第

十七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九

三学社十四届四中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审议并通过了常务委

员会 2020 年工作报告和监督委员会 2020 年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要彰显特色，发挥优势，立足新发展阶段，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履

职尽责，切实担当起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政

治责任，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而奋斗。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委钱锋代表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并讲话。

870亿元！张江再迎一大批重磅项目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 上海年末

冲刺火力全开。 聚焦在线新经济， 张江

科学城昨天又迎来一大批重磅项目， 包

括集中签约项目 58 个， 集中开工启动

项目 35 个， 投资总额约 870 亿元。

全力做强创新引擎， 打造自主创新

新高地。 张江科学城承载着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和

“双自联动”改革示范区的诸多国家战略任

务。此次签约和开工项目涉及科技金融、创

新研发平台、城市功能提升等多个领域，将

不断完善张江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持

续推动提升创新策源功能、优化营商环境，

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

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清， 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出席。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上海论坛2020”年会在沪开幕
本报讯 （记者吴金娇） 昨天， “上海论坛 2020” 年会在

沪开幕。 论坛以 “亚洲再出发： 展望未来十年” 为主题， 以线

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行。 600 多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智库、 高校、 学术机构、 企业、 政府和媒体等机构的嘉宾和代

表云聚论坛， 共论亚洲未来十年发展。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本年度上海论坛突破时空限制，

自今年 8 月起， 已陆续发布 《中国女性养老与风险管理》 白皮

书， “绿色金融支持能源结构优化” “亚洲未来十年经济与医

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等六场分论坛陆续登场。 在昨天的主论

坛后， 还有三场高端圆桌论坛探讨东北亚未来和区域合作、 多

边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等。

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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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 通讯员殷建
华） 昨天， 虹口区举行北外滩 90 街坊出

让签约仪式 。 上实集团以 38.93 亿元成

功中标今年北外滩核心区的第一幅商办

地块———北外滩 90 街坊。 本次土地出让

在全市首创 “出让综合约定” ———将涉

及规划、 用地、 建设、 配套等具体要求

整理汇总成 《地块出让综合约定》， 并纳

入出让合同。 受让人的设计方案需对出

让文件及综合约定中规定的各项技术指

标作出响应， 还需要对相关部门意见作

出响应。

据介绍， 90 街坊位于北外滩核心商

务区 ， 地上土地面积为 12725 平方米 ，

范围东至丹徒路， 南至东大名路， 西至

HK323-02 绿地 ， 北至东长治路 ； 地下

土地面积 15422.6 平方米 。 其中的商办

用地地块未来建筑面积将超过 10 万平方

米、 高度 180 米。 90 街坊用地北侧紧邻

轨道交通 12 号线， 南侧复建历史建筑，

而与该地块相邻的 91 街坊， 未来将新建

高 480 米的新地标， 成为浦西制高点。

出让综合约定， 对该地块未来的文

化设施使用及地块需引入的产业明确约

定。 该地块的竞得人需要承诺： 自综合

验收合格起两年后， 每年在地块文化设

施内举办剧目演出、 艺术巡展等各类文

化活动的演出场次。 还需承诺： 引入信

息技术、 科技金融行业的地区总部企业

的数量。

上实发展董事长曾明表示， 90 号地

块的开发， 将与之前拍得的 89 号地块形

成联动效应。 上实将按照打造新时代都

市发展新标杆要求， 坚持高品质开发建

设标准， 尽早开工、 尽早投入使用， 力

争跑出 “北外滩速度”。

虹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是北

外滩新一轮开发建设全面起势之年， 虹

口在实践中形成了 “政府主导、 办企合

一、 市场化运作” 的开发机制模式， 并

组建了北外滩开发建设专家委员会， 设

立总师室， 邀请全球顶尖专家和顶级建

筑设计事务所参与开发， 开展二层连廊、

中央绿地、 地下空间、 产业功能、 精细

化管理等专项规划，发布四大区域设计方

案全球征集等，全力建设“世界会客厅”。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警官表示祝贺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8 日电 （记者李宣良） 中

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 18 日在北京八一大

楼隆重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

警衔的军官警官颁发命令状。

下午 5 时 15 分许， 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

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警衔命令。 中央军委

副主席张又侠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是： 军委后

勤保障部政治委员郭普校 、 西部战区司令员张旭

东、 战略支援部队政治委员李伟、 武警部队司令员

王春宁。

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 4 位军官警官军容严整、

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

状， 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警衔肩章的 4 位军

官警官向习近平敬礼 ，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

礼，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 习近

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合

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 、 李作成 、 苗华 、 张升

民， 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 驻京大单位主要领导等

参加晋衔仪式。

右图：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

的军官警官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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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友城合作
上海市—胡志明市视频会议举行 于绍良出席

本报讯 上海市—胡志明市视频会议昨天举行。 中共上海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 越共胡志明市委副书记阮湖海出席会议并

讲话。 双方介绍了各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等情况， 并就进一步推动上海市与胡志明市友城合作， 加强

人员往来、 党际交流、 专业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友协会长沙海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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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互动，张江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今年固定资产投资额预计超550亿元，同比增长72%?创历年新高

具备顶尖实力的科学研发机构和平

台， 引领产业风向的专业投资机构， 身处

硬核产业领域的创新企业———随着一大批

重点项目昨天集中落地， 张江科学城的创

新生态愈发显露 “三角 ” 互动的鲜明特

征。 金融、 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 让整

片区域具备独特的生态竞争力， 跑出高质

量发展的张江 “加速度”。

截至 11 月，今年整个科学城实现工业

总产值 2703.92 亿元，同比增长 14.1%；实

到外资 23.3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6.15%。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预计超过 550 亿元，

同比增长 72%，创下历年新高。

创新资源：提升重点产业能级

今年以来 ， 张江科学城加快推动

“五个一批” 重点项目建设， 培育千亿元

级规模产业集群， 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环境。 就在最近， 上海交大医学院浦东校

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

究中心项目， 以及和记黄埔生物医药产业

化基地都已陆续开工。

重点的产业加速集聚， 让区域内主导

产业的能级大幅提升。 专注于肿瘤微创外

科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和产业化的高科技创

业公司逸思医疗昨天签约， 将把全新的医

疗机器人项目落地在张江 ， 预期用地 40

余亩。 公司董事长聂红林表示： “我们的

目标是 ‘打造医疗器械领域的华为’， 希

望通过张江项目走出微创外科手术的全新

技术路径， 也让整个企业向更高效、 更高

质量的 ‘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完整解决方

案提供者’ 转变。”

聚焦在线新经济， 新优势产业也在拔

节生长。 紧邻张江城市副中心的张江在线

新经济园昨天启动建设， 规划面积 4.1 平

方公里。 这是浦东 “金色中环发展带” 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充分强化张江科学

城科创策源优势， 成为在线新经济的产业

首选地、 人才蓄水池、 业态创新炉， 为数

字经济赋能。

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表示， 张江在线

新经济园首期、 上海医药生物医药产业基

地等项目， 将推动硬核科技产业在张江集

聚发展； 而上海浙江大学高等研究院、 上

海交通大学高等研究院、 杜邦上海创新中

心开放式平台等一批科学平台和实验室项

目， 将集聚创新资源， 进一步提升张江创

新策源能力。

集齐巨头：金融力量引领发展

高瓴张江创新中心、 红杉中国 “智能医

疗加速器”、 民生证券、 东浩兰生产业基金

等一批科技金融项目也在昨天签约落地。

科技创新离不开资本助力。 张江不仅正

在加码吸引高科技企业 ， 也要成为金融资

本 、 金融机构集聚的高地 ， 推动更多创新

“幼苗” 快速成长。 同时 “集齐” 高瓴资本、

红杉资本两大巨头， 张江组成引领前沿产业

发展的强劲金融力量。

“今年， 我们推出了专注于支持早期创

新型公司的高瓴创投， 就是希望利用高瓴的

长期资本、 基础研究能力、 聚集生态人才优

势以及自建培养的数字化和精益管理团队，

找到最好的创业者， 支持他们创新并创造长

期价值 。” 高瓴资本董事总经理李艳介绍 ，

这一次， 高瓴希望通过设立张江创新中心，

搭建创新服务平台 ， 继续聚焦前沿科技产

业， 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高瓴张江创新中心将扶持一批创新能力

较强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领先企业， 在组

建高层咨询智库、 打造国际合作平台和搭建

品牌活动平台等方面协同助力。 以生物医药

为例， 截至本月， 高瓴资本已在浦东投资了

凯利泰、 药明康德、 微创医疗、 君实生物、

方达生物、 基石药业、 嘉和生物、 瀚晖药业

等 20 多家生物医药及科技企业。

实施新政：加码招揽高层次人才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拔尖人才和团队

特别是青年才俊， 是张江营造创新生态的一

大关键发力点。

昨天， 6 家企业的青年人才代表拿到了

《张江科学城持有 〈上海市居住证〉 人员申

办本市常住户口推荐表》， 一批人才引进新

政的实施， 有望更好助力张江科学城集聚海

内外人才， 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后， 既要工作也

要生活 ， 我们正在针对这些人才的实际需

求， 加大商业、 教育、 医疗等领域的配套力

度，” 袁涛透露， 三年前摘得全国首例租赁

住房用地后， 张江集团建设的张江国际社区

人才公寓 （一期） 即将建成， 计划于明年初

投入市场， “这 1300 多套全装修的租赁房

将打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社区， 配置更

多的咖啡馆、 网红店， 让张江人才除了可以

拎包入住外， 也能在此找到交流、 交融的空

间和氛围， 激发更多创新灵感”。

落子关键处，前沿产业贯穿临港“十四五”
根据规划?总规模力争达到6000亿元左右?形成3-5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上汽、 特斯拉已逐步带动智能汽车

制造业崛起， 不妨期待中国商飞带动临港

新片区的航空产业链腾飞。” 临港新片区

前沿产业发展 “十四五” 规划昨天发布，

“十四五” 期间， 临港新片区前沿产业总

规模力争达到 6000 亿元左右， 其中工业

总产值 5000 亿元， 形成 3-5 个千亿元级

产业集群， 支持龙头企业加强长三角产业

链一体化布局。

“规划更侧重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民用航空、 生物医药等特色前沿产业之间

的协同性，”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

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余南平表

示， 未来五年， 临港新片区就是上海全新

的产业发展聚集区域， 将成为代表国家深

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新载体和体现国

家前沿实力承载大国重器的靓丽名片。

人工智能产业链进一步集聚

根据新片区前沿产业发展 “十四五”

规划， 临港新片区将努力打造开源创新赋

能的人工智能（AI）产业，打造以智能网联

汽车车载试验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兴增

长极， 形成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示范应用的新典范，为上海形成 “1+4”人

工智能发展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伴随着规划的发布， 9 个重点项目昨

天也同步进行集中签约， 业务涵盖了核心

芯片设计、 智能终端应用、 算力算法、 创

新性平台等多个领域， 总投资额超过 100

亿元。 这批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推动新片

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集聚发展， 同时赋能

新片区前沿产业与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进

一步融合、 加快提升产业能级。

“非常看好临港新片区人工智能未来

五年的发展， 我们产业链上下游很多合作

伙伴都将落户临港 ， 形成完整的产业集

群。” 禾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红星

表示， 临港新片区未来着力打造的集成电

路、 智能新能源汽车、 民用航空、 高端智

能装备、 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等产业为人

工智能提供了产业链互动融合的产业生态，

也让企业增添了深耕临港的信心。

作为临港新片区着力打造的四大核心产

业之一， 计划在 “十四五” 末人工智能核心

产业及相关产业规模达到 900 亿元。 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副处长陆瑜表示， 新片区

目前已经集聚了人工智能算力算法芯片设计

以及终端应用的各类企业， “十四五” 时期

将聚焦芯片、 传感器关键技术研发， 加速推

进 “AI+” 多元应用场景落地。

产业承载空间进一步明确

“十四五” 时期， 临港新片区前沿产业

发展将围绕 “4+2+X” 前沿产业体系。

其中， “4” 是指属于新片区重点发展、

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四大核心前沿产业集群，

包括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和航空

航天产业 。 “2” 是指具有良好发展基础 、

需要固本强基的两大先发产业集群， 包括智

能新能源产业集群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 “X” 是指适应新片区未来竞争和产业

发展需要、 急需着力培育和超前布局的若干

新型特色产业， 包括数字经济引领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 绿色再制造产业等。

“十四五” 时期， 临港新片区围绕前沿

产业体系配套了 “一带多区” 的产业空间。

“一带”， 即沿海发展集聚带， 从北往南再向

西沿海布局， 串联以滴水湖为核心的各个产

业区， 构建创新型产业体系。“多区”，即综合

区先行区、现代服务业开放区、国际创新协同

区、特殊综合保税区（陆域）、前沿产业区（南

区、北区）、临港奉贤园区等组成的产业组团。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有企业家提出，

‘哪里能解决人才后勤保障， 我的企业就落

户哪里。’ 这句话反映了企业的心声和核心

诉求， 是 ‘十四五’ 期间我们的重点工作。”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吴晓华说 ，

“十四五” 时期， 临港新片区将提高制度创

新的开放度、 增强基础设施的匹配度、 强化

高端人才的集聚度 、 提升资金扶持的精准

度、 增强资源指标的扶持、 提升营商环境的

舒适度， 提供多类型、 多渠道、 高质量的优

质政策， 为人才在临港发展解决后顾之忧。

在住房保障方面， 临港新片区将定向微

调临港人才的优先购房政策， 以及公租房、

先租后售房、 人才公寓等多品种人才住房保

障体系。 “十四五” 时期， 新增供应住房不

低于 1500 万平方米。 2021 年， 新增供应住

房不低于 400 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