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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渊 张天弛

■本报记者 张天弛

▼歇业装修中的上海滴水湖皇冠假日酒店，将有望

升级为上海滴水湖洲际酒店。

东海之滨，滴水湖犹如一颗明珠，一座城围湖而建。

迎着第一缕阳光出发，三周岁的临港新片区立在开放最

前沿，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发动机”乘风

破浪，也形成了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

的现代化新城“样板间”。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幸福指数”正不断拉满：新

改建道路累计开工总里程150公里，两港大道中段和北

段快速路、S2海港大道立交、申港大道等对外快速通道

建成通车；新开办上师大附属浦东临港小学等13所学

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集团化办学覆盖率100%；新增住

房建筑面积847万平方米，新建城市绿道65公里，新增绿

地面积440公顷，水功能达标率100%，全年空气质量优

良率91.7%……

根据最新发布的《临港新片区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加

速人才集聚行动方案（2022—2025年）》，到2025年，临港

新片区将初步建成最现代、最生态、最便利、最具活力、最

具特色的独立综合性节点滨海城市，力争把临港新片区

打造成为体现人民城市建设理念的城市样板间、全球人

才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瞄准人民最关切领域补短板、锻长板

塔吊林立、桩机落地声连绵不绝，这番热火朝天的建

设场景是如今临港新片区的日常。三年来，新城建设马

不停蹄，只争朝夕，瞄准人民最关切领域，实现“一年一个

样，三年大变样”。

眼下，临港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刚刚完成主体钢结

构封顶，流线型的外观跃然眼前。这是新片区重要的民

生工程，功能涵盖科技体验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和规划展

示馆以及中型剧院，明年8月交付后，将与临近的中国航

海博物馆、上海天文馆一起丰富新片区青少年课外活动

内容。

就在8月12日，临港新片区三周年签约的24个项目

中，产业与城市功能项目几乎对半，11个城市功能项目

包括万达星海汇、港城广场图书馆、华东师大附属浦东临

港小学、幼儿园等项目，尤其是优质基础教育资源项目，

将进一步显著提升城市功能和人才集聚吸引力。

今年秋季，华东师大附属浦东临港小学和幼儿园就

将开学。华师大附属浦东临港小学校长潘婷婷介绍，学

校今年开学计划招收一年级至四年级共11个班级，目前

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中。“学校位于滴水湖核心片区，将依

托华东师大基础教育的优势，再加上临港对于教育事业

的支持和重视，努力建成新片区‘家门口’的好学校”。

瞄准人民最关切的领域补短板、锻长板，这是人民城

市建设应有之义。新片区《行动方案》提出目标：到2025

年，将新增各类住房约1200万平方米、约16万套；建成交

付中小幼学校23所，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不少于3

家，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个，在南汇新城实现机构养

老服务向常住人口全面覆盖；商业设施总量达到约100

万平方米；主城区中运量公交实现全覆盖。

一滴水荡起涟漪，未来之城“绿”意可期

今年夏天，滴水湖畔出现了不少颜色鲜亮的帐篷，

在年轻人中大火的露营文化在此找到了最佳承载地。

晚间，滴水湖畔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好友知己结伴同

行，他们感叹：“吹着温和湿润的晚风，有一种被自然治

愈的感觉。”

作为新片区最宝贵的生态景观资源，滴水湖主湖区

水域面积4.46平方公里，核心片区蓝绿交融，规划水面率

达到17.3%，“一湖、四涟、七射”水系的规划河道总长度

也绵延将近120公里，岸线资源非常丰富。

新片区“以水兴城、水城共生”的城市建设轨迹也由

滴水湖铺展开来。8月15日，《浦东新区加强滴水湖水域

保护和滨水公共空间建设管理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也

是浦东新区出台的首部专门支持临港新片区发展的管理

措施。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洪林表示，《若干规

定》将历年来滴水湖环境治理的宝贵经验上升为制度，

填补了相关立法空白，也有利于滴水湖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以一滴水为原点，荡起的绿色涟漪将波及整个城

市。《若干规定》的一大创新之处，是将适用范围从水域拓

展至滨水公共空间，将水陆统筹、绿色低碳、智慧管理等

原则延伸至城市的各个方面。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表示，

接下来，将打造基于智能驾驶的滴水湖未来交通生态圈、

开展水上旅游水上体育、提升水环境质量、完善循环型资

源管理等。

到2025年，新片区将初步建成最现代最生态最便利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独立综合性节点滨海城市

现代化新城“样板间”，“幸福指数”不断拉满

创新、执着、钻研，这既是他们与临港

新片区共同成长的故事，也是每个在新片

区奋斗的人留下的身影。三年来，新片区

人才总量已突破9万人，累计引进、落户人

才2.84万人。这片热土上，梦想不断升腾，

施展拳脚的空间更加开阔，更多的人才选

择留下来，扎根于此。

毕飞飞：这里舞台很大，想
干事就能成事

“舞台很大，想干事就能成事”，这是毕

飞飞5年前初到临港时的想法。如今，时

间验证了他的“假想”——作为上海治臻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毕飞飞在

这片热土上参与了公司50项专利申请，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成果之一，是他牵头

研发的金属双极板纳米碳涂层项目，这项

技术让金属极板预期寿命突破2万小时。

“临港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毕飞飞说，

燃料电池金属极板相关研发是他读博士时

就选定的科研方向。因此，2019年博士毕

业，他加入上海治臻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来到临港。“这里能让我继续进行研发攻

坚，学以致用。”他说，“无论是从人才政策、

还是创新研发，临港相关部门都给我们提

供了大力支持。”

在研发攻坚时期，毕飞飞经常带着团

队日以继夜工作。他说，科研是与同行竞

争，更是跟自己赛跑。埋头苦干了整整5

年，纳米碳涂层终于研发成功。低成本涂

层材料的使用也降低了极板的成本，从而

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进程。

沈其艳：观云测天，26年坚
守保障航运安全

作为目前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枢纽港，

洋山港国际中转和集拼箱量占比已达

17%，航线网络密集、班期密度大，港区的

安全稳定对临港新片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不远处小洋山岛小城子山的山顶，

洋山港气象站正在瞭望东海风云变幻，为

航运一线观云测天。26年前，20岁的沈其

艳成为小洋山气象站一名气象观测员。

据她介绍，洋山港气象站从2006年开

始为港区提供精细化分区观测服务，根据

实测数据和海洋台的预报，为港区提供最

及时、准确的气象服务。

立于海中的小洋山岛，每次台风来袭

时，都要直面狂风巨浪。一次台风过境，沈

其艳发现台风观测场的围栏被吹得七零八

落，称重式雨量传感器的挡风叶都断了，一

刻都没有迟疑，她与同事立即拿上工具，顶

着吹得人都站不稳的大风，互相搀扶着赶去

抢修设备。26年来，她从未有一次漏测和迟

测，也见证了这座小岛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的

沧桑巨变和临港新片区的快速发展。

让沈其艳倍感骄傲的是，至今，洋山港

气象站已一天不曾间断地收集了近26年珍

贵详细的气象资料，无论是对气象论证分

析，还是洋山深水港开发的前后期论证、建

设、运行服务保障，都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牟恺：在“世外桃源”里，潜心
钻研动物保护

鲜有人知，热闹的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里，藏着一个生物研究所，还接连取得了太

平洋镰鳍海豚、南美海狮等的繁殖突破，逐

渐形成一支水生动物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

海昌海洋公园无论是总水体量还是动

物总数都在国内数一数二。作为上海海昌

极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研究所所

长，牟恺参与了从“一片工地”到“全国领先”

的演变过程，自己也成了临港奋斗者。他

说：“这里像一个世外桃源，为我们提供一个

潜心钻研的场所。”

针对海洋动物，研究所发挥着医院、食

药监局、环保局的作用，“这台内分泌仪跟三

甲医院的检测水平齐平，丝毫不亚于人类的

检测设备”“这个手术室达到了万级洁净度，

跟开胸开腹手术室一个级别”，聊起这些，牟

恺很是自豪。除了在一线，牟恺和同事也与

专业研究机构展开合作，而临港新片区海洋

研究资源的集聚，给这种合作带来了便利。

2018年，海昌开园，牟恺举家从青岛搬来

临港，以“光速”落户、买房，孩子也在此上

学。“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临港，最吸引我的

地方就是宜居，等孩子们长大，周围还有网球

场、棒球场。”在他的“安利”下，不少他的学生

也追随而来，成为新一代临港“追梦人”。

三年来，新片区人才总量已突破9万人，累计引进、落户人才2.84万人

这片热土上，梦想升腾向上生活扎根向下

■“临港，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在这里见过滴水湖的朝阳，也看过
满天星光。”
——上海治臻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毕飞飞

■“多年前，我家就在那艘船停靠的位置，如今这里已成了世界第
一大港，让人欣慰的是洋山港气象站26年来一天不间断地收集下珍
贵详细的气象资料。”
——洋山港气象站站长、探测科副科长 沈其艳

■“这里像一个世外桃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潜心钻研的场所。”
——上海海昌极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研究所所长 牟恺

临港“追梦人”与新片区一同成长的故事

上海天文馆与星空之境海绵公园。 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在临港新片区环湖南三路与海港

大道的交汇之处，一只“白鹭”正面朝

滴水湖，伸展开日益丰满的羽翼。

这只蓄势翩飞的“白鹭”，就是在

建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

久会址。下个月，该项目将

实现竣工，并在10月迎来

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的举行。

与顶科论坛永久

会址一道，顶尖科学家

社区莫比乌斯公园正

在加速建设，力争今

年年底实现开园；塔

楼“鲲鹏之门”桩基

已完成施工；科技成

果转化中心计划于

明年8月主体结构封

顶……作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未来的永

久举办地，临港新片区国际创新协同区正

迎来快速发展时期，承接顶科论坛不断扩

大的溢出效应，努力成为“未来科技创新策

源地”。

“羽翼”渐丰，顶科论坛永久
会址进入全面装修

滴水湖畔悠闲觅食、展翅翩飞的白鹭，

是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址建筑设计

的灵感来源。施工现场，这只“白鹭”的羽

翼正在不断丰满，状如羽毛的光伏板在会

议中心屋顶已铺设完成。据建设方上海诺

港会展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石成介绍，目

前项目正处于“最后冲刺”的全面装修阶

段，其中，会议中心精装修已完成60%，酒

店塔楼的精装修也进展到40%，“项目进度

按原定计划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完成竣

工验收，10月底会议中心投入使用”。

作为全球“最强大脑”汇聚之地，建筑本

身的“科技值”也点满了。例如，项目中的酒

店，就是上海首个通过超低能耗评审的大型

公共建筑。

“通常来说，更高舒适度的酒店建设目标

与超低能耗追求是存在矛盾的。”石成向记者

解释道，从设计之初，他们就对实现超低能耗

的技术路径进行了多次论证，多轮优化比选

建筑方案，最终通过被动优先的气候响应设

计、机电系统能效提升优化和可再生能源建

筑一体化设计等手段，在保证建筑舒适度的

前提下，实现了在空调、照明、电梯等方面一

次能源消耗量较国家标准降低50%以上。

在会议中心的建设上，绿色低碳的未来

技术导向还与美学追求实现完美融合，巧思

就在屋顶的“羽毛”上——会议中心的屋面是

用一块块羽毛状的光伏板拼成的，为建筑提

供源源不断的光伏绿电。不仅如此，建设方

还根据临港的光照参数，精确计算了每片“羽

毛”的铺设角度，使其发挥最大的发电能效。

承接顶科溢出效应，创新协同
区将成科创策源地

展未来之翼，聚科技之光，以顶科社区为

缩影，新片区国际创新协同区正朝着打造国内

外人才汇聚的前沿科学创新策源地大步迈进。

在这片占地6.9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未

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开发建设的核心，科创

总部湾、顶尖科学家社区和科技城三个区域正

加速建设。临湖一侧的科创总部湾内，中建科

创、寒武纪、中微、安恒等23个总部项目均已开

工建设，向结构封顶全速冲刺；临湖第二、三排

建筑群已进入桩基及地下室施工，年底建筑景

观形态基本显现，新的临湖天际线将形成。

在顶科论坛不断扩大的溢出效应下，众多

科创企业在此汇集。预计到“十四五”末，国际

创新协同区将引进建设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

科学家工作站30家以上，集聚各类人才3万至

5万人，新增科创企业和研发机构1000家。

临港新片区国际创新协同区将成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和海外人才的聚集地

在“白鹭”羽翼上展开世界级科技会客厅的想象

■本报记者 张天弛 周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