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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上海产”新冠疫苗“克威莎”本周将量
产下线。记者昨天获悉，上海上药康希诺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已在宝山区建成 2 条独立的、 自动
化控制的原液和制剂生产线，可年产 2 亿剂“克
威莎”疫苗。

作为上海“南北转型”空间布局的重要一极，

宝山区近年发力生物医药产业，聚焦疫苗和医疗
器械两大领域， 逐步锻铸起产业链中的核心优
势。 今年 1至 9月，宝山区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
值 16.41亿元，同比增加 46.9%；北上海生物医药
产业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 亿元 ， 增长

430%。 生物医药已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增量”。

当下宝山区正向着 “上海生物疫苗高端制
造基地和研发创新中心”目标迈进，加速产业集
聚： 到 2025 年， 实现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

500 亿元，其中制造业产值突破 200 亿元。 特别
是，要培育 2 至 3 家上市企业，形成北上海生物
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生物医药是不少地区谋求转型发展的 “香
饽饽”，但无论是行业门槛还是产业培育，难度
系数不小。

环顾周边， 不少区域加速布局这一新兴产
业。 20 多年前， 浦东张江开始发力原药创新，

“张江药谷”声名远播，集聚起一批全球创新药
企、大院大所。 10 多年前，江苏苏州瞄准医药制
造，利用工业园区政策红利，迅速集结了一批产
业中坚力量。

2019 年，在“张江研发+上海制造”新布局
下， 宝山区开始聚焦医药高端制造。 经走访调
研，疫苗、医疗器械这两大细分赛道进入宝山区
决策者的视线。 “这些领域相对成熟，比较容易
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 ”相关负责人这样注解。

事实证明，精准选择细分赛道，对产业由小
到大的培育起到关键作用。截至目前，宝山区共
有生物医药企业 172 家， 其中既有上药康希诺
这样的疫苗领军企业，也包括康达卡勒福、小海
龟等医疗器械类企业。与此同时，科研成果转化
平台、孵化器等创新主体也纷至沓来，逐步构筑
起“热带雨林式”丰富多样的产业生态。

从首批“上海产”新冠疫苗到首个合成生物
医药产业园，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声名鹊起。 应
对全球竞争，关键还要构筑起“人无我有”的新优
势。加快数字化转型，成为医药产业的现实需求。

以上药康希诺工厂为例，其率先“试水”数字工
厂，从包装、仓储到封装验收，整座工厂趋近无人
状态。业界专家预判，在疫苗、医疗器械制造等领
域，将出现越来越多“无人工厂”，生产运行更高
效更安全，相关监管部门也将实现全天候监管。

今日零时起上海中风险地区清零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

天发布消息，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 经市防控办研究
决定， 自今天零时起， 将浦东新区张江镇张东路 2281 弄玉兰香苑
四期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自今天零时起， 全市均
为低风险地区。

上海市将继续坚持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持续落实落
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
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力守护上海城市安全。

踮着脚尖盼，“就等新年搬新家了！”
高福里地块“二轮征询”酝酿期首日签约率超90%，黄浦区旧改进入收官期

再过十一天，便是2022年元旦。黄浦区
瑞金一路121弄，68岁的徐转运套着 “工作
服”，手里拿着砂纸，细细打磨着一张自制
的新茶几。心里高兴，手上便有“使不完的
力气”。一旁，为新家做的两张椅子已刷好
油漆，铺上防撞海绵垫，还悉心盖上枣红色
的防尘罩，“就等新年搬新家了！”

老徐家所在的高福里地块 ，“二轮征
询”酝酿期首日居民签约率就超90%，截至
记者发稿时 ，已达90.5%。高福里地块 ，近
十多年来，两次与旧改征收“擦肩而过”。居
民们“踮着脚尖盼”，如今有望在今年年底
前落定，终于盼来旧改梦圆之日。

截至目前，黄浦区今年旧改征收完成总
量有望逾2.5万户，超额完成年初既定目标。

新椅子打好了，新生活也
盼来了

徐转运，生在高福里，长在高福里，从
没离开过。

在这幢快100岁的老房里，他一个人守
着10平方米的小阁楼。室内没有窗，太阳照
不进。摆设也简陋：斑驳的墙壁，四张凳子、

一块木板拼凑成的简易床。 睡觉、 如厕、吃
饭，全都在这个小隔间里。终日抬不起头、直
不起腰的“蜗居”生活，让他把所有热情都倾

注于自己的兴趣上———木工活儿。

“听说旧改消息， 我就开始捣鼓新家
具。我们这个地块好事多磨，现在一套桌椅
打制好了， 旧改也终于有望在年前实现。”

老徐笑着说自己终于盼到了。

但也有老徐舍不得的，近70年岁月，邻
里早就处成了亲人，人情浓得化不开。

离别之际，他自告奋勇当上了楼组长。

为即将搬离的老邻居们修理家当， 也做些

居委会的宣传服务工作，“发挥余热， 一点
小贡献也为邻里间留点念想”。

75岁的高阿婆忙着拾掇旧家什。她说家
里别的没啥，就书多。她熟练地捆扎、打包，一
趟趟往外搬，乐此不疲。楼梯狭窄陡峭，每级
台阶宽度不一，表面又累上了油腻，每一步
如履薄冰。她家住三楼，每天都要上下好几
回———做饭、烧水、倒手拎马桶。如今，这样
的日子终于将一去不复返了……

签约只是起点，有需要肯
定一呼百应

“新房借好了吗？”这两天，长乐居委会
主任刘春香与居民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句。这两天熬夜服务居民签约，59岁的刘
春香和70后值班社工张华峰， 两人依旧稳
稳“坚守”居委会。

在这儿扎根30多年，刘春香既是居民，

是爷爷奶奶们看着成长起来的 “小刘”；也
是长乐居委会主任，配合着旧改征收工作，

站在居民立场帮忙解决问题、 争取利益。

“她来讲政策，我们听得懂、信得过。”

如今，有的居民将陆续搬迁，有的还急
着解决自己小家庭的“遗留问题”。居委会
将继续守在这里，为居民们排忧解难。

长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耿文蕙介绍，

黄浦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党总支与瑞
金二路街道长乐社区早已进行党建联建，

把临时党支部建在基地上。 有独居老人搬
场不便的，服务点也已配备好人手帮忙。

即便签了约， 居民区原有的各种微信
群始终活跃在线：新沪商义工群、社区志愿
者服务群、 乐享自治群……一切如常开展
工作，“只要有需要，大家肯定一呼百应”。

“相遇相识就是缘，难能可贵留心间！”

72岁的社区志愿者陆光娟在志愿群里留下
这样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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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嘉旖

日均“掐掉”11.5万通诈骗电话

上海构建全社会反电信网络诈骗
新格局取得阶段性成效

傍晚时分，静安区镇宁菜市场迎来客流晚高峰，市民周阿姨来到
熟悉的铺位买猪肉， 柜台上一块宣传牌让她眼前一亮， 不禁读出了
声：“肋排夹心大猪蹄，转账汇款要注意。”借“菜篮子”守护“钱袋子”，

一句句走心又接地气的顺口溜，正是一种易于传播的创新反诈宣传，

市民群众喜闻乐见，企业商户也热衷参与。

日均阻断诈骗电话 11.5 万通，较去年同比增加 6 倍；日均拦截
有害短信 39 万条， 同比增加 49%……市公安局日前召开相关新闻
发布会透露，上海正发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牵头、公安主导、部门
协同、全民参与”的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目前 16 个区均建立“区级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随着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出现，诈骗手法将
演变升级，欺骗性、隐蔽性更强，反诈防诈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市联
席办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单位，牢牢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打造更
高水平的“平安上海”。

今年 4 月，某公司财会人员肖某被“假”老板诱导进入涉诈群聊，

经一连串“剧本”式洗脑，该财会人员正准备进行对公转账。 此时，肖
某接到民警劝阻电话，使得该公司免于被骗 370 万元。

前端阻断诈骗信息，不断提升市域诈骗电话、短信、网址的阻断
拦截能力。今年以来，阻断诈骗电话、拦截有害短信外，日均阻断诈骗
网站访问2472万次；全市电话、短信、网络诈骗发案数同比分别减少

29.5%、3.9%、4.2%。

依托联动劝阻机制，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通过综合研判，

分类分级对潜在被害人开展短信提醒、电话预警、见面劝阻等，“找得
到人、说得上话、防得了案”。 日均预警潜在被害人 13.9 万人次，日均
见面劝阻高危潜在被害人 1400 余人次，间接避损 147 余亿元。 今年
及时阻止 2300 余家在沪企业被骗。

从资金环节入手，开展网银风险交易防控工作。市公安局会同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银保监局等部门牵头本地多家商业银行，

开展对公账户网银风险交易防控， 推动交通银行等 4 家本地法人银
行率先落实单位账户网银交易风险防控举措。

创建转账“安全盾”。 围绕电话卡、银行卡的开办渠道及异常交
易、异常通话等关键环节，市反诈中心智慧融合各类数据资源，着力
打造全维度涉诈资金防阻体系，有效实现对疑似涉诈账户快查快核，

今年以来已劝阻潜在被害人 3.4 万人次，直接避损 4.48 亿元。

同时，上海公安机关牢固树立“全警反诈”理念，统筹警力资源，落
实“每案必研、每案必追”，集中力量打团伙、追幕后、斩链条、捣窝点，今
年以来先后组织 6次集群战役，全年本市破案率同比上升 11.2%。

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写入市级产业规划
上海“十四五”以高端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高端装备产业发展

高端装备产业素有现代工业体系 “脊
梁 ” 之称 。 作为我国装备产业的发祥地 ，

上海将在 “十四五” 期间， 以 “高端引领、

数字驱动 ” 为核心 ， 努力让这根 “脊梁 ”

更有力地支撑 “上海制造”。 昨天， 市经济
信息化委对近日印发的 《上海市高端装备
产业发展 “十四五” 规划》 作了介绍解读。

记者注意到，未来五年，包括商业航天、

氢能装备、保姆机器人，甚至脑机接口在内
的一批前瞻性和战略性装备产业已被写入
《规划》。 总体上，到 2025 年，全市高端装备
产业的产值将增长到 7000 亿元， 形成以临
港新片区为核的“1+2+N”的空间格局。

重点发展“7+X”装备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
装备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市经济信息化委副
主任刘平昨天表示，“十四五”时期，上海将
继续把高端装备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的六
大支柱之一，以“高端引领、数字驱动”为主
线，进一步对接重大战略需求。

《规划》设定的“十四五”目标是，到2025

年，本市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装
备创新增长极与核心技术策源地，产业规模
突破7000亿元， 市级特色产业园区超过20

家， 建设国家和市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100

个，实现关键装备与核心部件首台（套）突破

300项，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2%以上。

《规划》明确了上海高端装备产业重点
发展的“7+X”领域，以及“1+2+N”的空间布
局。重点领域中的“7”，包括四个上海传统优
势装备产业———智能制造装备、民用航空航
天装备、民用船舶及海工装备、高端能源装
备，以及三大重点装备产业———节能环保装
备、高端医疗装备、微电子装备；而“X”则指
的是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农机装备、应急救
援装备等其他高技术含量的装备领域。关于
空间布局，《规划》提出，上海将以临港新片
区作为高端装备创新和制造核心区，以沿江
发展带、 环湾发展带为两大协同发展带，带
动若干特色产业集群组成示范发展区。

七大任务迈向高端智能

围绕发展目标 ， 《规划 》 以 “高端

化 、 数字化 ” 为核心 ， 提出七大工程任
务， 分别是数字化装备融合工程、 数字化
生产提升工程、 高能级创新引领工程、 高
价值产业链固链工程、 高标准品牌创优工
程、 高质量载体建设工程、 高水平协同发
展工程。

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数
字化装备融合工程， 核心就是提升装备的
数字技术应用水平， 包括为装备加上 “数
字大脑” 以及 “数字感官”， 从而增加装备
在数据采集、 分析与处理方面的能力， 提
升装备运行的灵敏度 、 稳定性 、 可靠性 。

数字化生产提升工程， 将在应用侧和供给
侧， 同步提升智能制造的能力， 一方面基
于 5G、 工业互联网、 数字孪生等技术， 建
设 40 家以上的高端装备市级智能工厂， 打
造一批柔性高效的智能生产加工系统、 产
线、 车间； 另一方面， 将在上海培育至少

15 家年营收在 10 亿元级别 、 具备行业一
流水平的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

前沿硬核科技有望爆发

记者还注意到， 一批前瞻性、 战略性

的装备技术项目已被确定为上海 “十四五”

时期的发展重点。

这意味着， 未来五年， 我们或许能在
高端装备领域见证前沿硬核科技的集中
爆发。

在民用航天装备领域， 《规划》 提出，

要推动 “商业航天产业发展”， 突破可重复
使用运载等关键技术， 开发高性价比的商
业运载火箭。 氢能应用对于碳减排碳中和
意义重大， 上海将在 “十四五” 期间， 加
快突破氢的制 、 储 、 运 、 加等关键装备 ，

推进产业化。 微电子装备领域， 上海将瞄
准光刻 、 刻蚀 、 沉积 、 离子注入等环节 ，

努力在关键制程上实现产业化突破。 高端
医疗方面， 《规划》 明确提出， 将积极发
展脑机接口、 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康复训练
装备。 专家表示， 上海对未来趋势的研判
非常到位， 《规划》 的落地将对产业发展
起到引领作用。

此外， 对于机器人这个高端装备的标
志性产品， 《规划》 也有重点着墨。 市经
济信息化委相关负责人解读说， 预计 “十
四五” 时期， 不仅工业机器人将快速发展，

清洁、 教育、 养老等服务机器人也将 “飞
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人们的伙伴。

AI就业地图精准助力人才“家门口就业”
长宁区以数字化手段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打造家门口求职创业会客厅

助力求职者“家门口就业”，长宁区近日
发布上海首张“AI 就业地图”，并启动集就业
服务、人工智能（AI）、创意空间于一体的就业
创业服务空间 “T3 圆梦园”， 针对应届毕业
生、青年求职者、创业者等多元需求，持续优
化精准服务，打造家门口求职创业会客厅。

T3 圆梦园地处虹桥商圈核心区域 ，周
边商务楼宇多、入驻企业多、从业人员多、就
业需求多，是天山路街道“15 分钟社区就业
创业服务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AI 就业
地图、VR（虚拟现实）求职模拟系统、求职小
程序等数字化手段不断创新就业服务模式，

试运营两个月来， 有 200 余位求职者通过

AI 地图投递简历，40 余人成功就业。

“金虹桥国际中心 312 个岗位、虹桥南
丰城 241 个岗位、尚嘉中心 44 个岗位……”

点开 AI 就业地图，勾选心仪的区和街镇，便
能直观看到“家门口”商务楼宇和企业所需
岗位信息，选定岗位后，还可一键投递简历。

戴上 VR 眼镜或扫码进入 VR 求职模
拟系统，就能一秒切入真实面试场景，现场
答题后将由系统打分，生成个人专属职业分
析和岗位推荐，帮助求职者全面了解自身情
况、明确求职方向。

天山路街道就业创业专职干部王志强
介绍，求职过程中，供需双方都需要便捷、高

效的信息互动和反馈，AI 就业地图所进行
的正是信息整合、精准匹配，“它不仅包含了
长宁区众多企业招聘信息， 岗位也遍布全
市，方便求职者按图索骥，提高应聘效率”。

年轻人心怀创业梦，也常会遇到各种挫
折和难题。 而 T3 圆梦园的“一日店长”就为
青年提供创业体验活动，让大家切实感受创
业开店的各种日常，并邀请长宁区就业促进
中心专家前来答疑解惑，为青年树立正确的
择业和创业观。

天山路居民小马就体验了一回“一日店
长”。热爱美食的她辞去稳定工作，准备自己
开一家炸鸡店，她前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咨询相关政策时，工作人员推荐她试

试“一日店长”再慎重下决定。 这一天，她学
习了多种咖啡制作方法， 了解各种食材、配
料，亲身参与了采购、协调员工等工作，以及
调解投诉等各环节 。 “创业比我想象中复
杂。 ”她表示会再全面思考创业计划。

为满足就业创业者个性化需求 ，T3 圆
梦园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开展
了面试技巧指导分享会、 职业礼仪分享会、

心理辅导等近 20 场主题活动。此外，还聘请
了专家顾问团，成员涵盖航空服务业、互联
网+生活性服务业、时尚创意产业等长宁区
特色产业，以及人工智能、金融服务、大健康
等潜力产业，形成各方合力以精准服务吸引
人才的局面。

■本报记者 周 渊

“跨街道组团打包”帮助旧改提速换挡
工作流程从20个月压缩至3个多月，虹口区旧改项目“二轮征询”签约率达98.66%

保温杯里插着糖纸花、 被褥叠得整整
齐齐……楼梯下仅4平方米的居住空间内，

88岁的曾宪伦收拾得清清爽爽。昨天，虹口
区20、55、180、162、163街坊旧改项目“二轮
征询” 以98.66%的签约率高比例生效，曾
宪伦将与2500余证居民一起挥别蜗居、迎
来新生活。

这片成片二级旧里， 常能听到窗口飘
出的琴声、闻到走廊里散发的墨香，逼仄空
间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精致体面， 正诉说着
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旧区改造，是加码
民生获得感、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民
心工程。 这一次，虹口区首创“跨街道组团

打包”模式，把分属两个街道、五个街坊的
旧改地块同步推进， 将原本需要20个月的
工作流程压缩至3个多月完成。

整齐排列的66只电表代表百年老楼里
住着66户人家。 曾宪伦就在这里住了半个
多世纪。早前家里人口多，他改造了楼梯下
方空间用于自住。他喜欢书法，“小天地”里
除了床，还放了张桌子，平时他就以床为椅
在桌边看报、写字。 前些年墙皮逐渐剥落，

他便把自己的小说、回忆录写在宣纸上，当
墙纸糊在四周，既美观大方又有文化气息。

负责此街坊征收的虹口区第一房屋征
收事务所项目经理陈超说， 曾宪伦家的精
致与体面，也是许多旧里人家的缩影：尽管
房屋日益衰败，居住条件不理想，但人们仍

把小家收拾得干净整洁，讲究又有情调。这
份“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无奈与用心，映射
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敦促着旧改
不断“加速跑”———让旧改居民尽快住上新
房，延续这份精致与体面。

参与此次旧改的“老将”吕学斌说，旧
改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 随着大家的
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阳光征收的重要组成：“除了政策落地坚
决不调整、规范操作坚决不走样之外，更要
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

以此次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听证会为
例， 召开前半个月， 嘉兴路街道就发布消
息，吸引了27位居民自荐担任代表。在庆源
居民区党总支组织下， 根据自荐居民的演

讲，当场推选出8位代表候选人。之后，综合
听证资格、地块分布、房屋类型等，最终选
出3名发言代表、3名旁听代表，把群众心声
带到听证会上。 庆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夏
燕坦言，尽管准备工作繁琐辛劳，但大家获
得感满满，也保障了听证会的高质量举行。

虹口区旧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此
次“跨街道组团打包”旧改模式，是虹口区
旧改提速换挡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由于涉
及四川北路街道、 嘉兴路街道以及两个房
屋征收事务所，带来了房屋情况更多样、居
民诉求更多元、协调更复杂等难度，但大家
在沟通中不断优化工作方法，形成合力，将
“一轮征询”97.09%的签约率提升至“二轮
征询”的98.66%，收获了更多居民支持。

■本报记者 单颖文

高福里地块处在风貌保护区内，房屋大多建于1929年前后。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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