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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GEP吗？它反

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一般以一年为核算

时间单元。换句话说，GEP核

算就像一把“绿色标尺”，用清

晰的数字告诉人们“绿水青

山”的生态价值。

去年6月，崇明区发布《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GEP核算体

系建设工作方案》，在全市率

先推进GEP核算工作，这一年

来，建立GEP核算“1+1+N”制

度体系，实施碳排放精细化管

理，推进生态产品统一登记，

服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碳中

和示范区建设。

   的账怎么算

GEP的概念和重要性不

难理解，但对它的测算统计

可不是件易事。树木有呼吸

作用和光合作用，到底能吸

收多少二氧化碳、产生多少

氧气？森林能调控气候，具

体调节多少温度和湿度？四

季 流 转 ， 每 个 生 态 单 元 的

GEP产 出 会 发 生 怎 样 的 变

化？面对这些疑问，如若没

有 一 套 科 学 系 统 的 核 算 标

准，那么，再怎么核算，也

不过是自说自话。

自2022年开始，崇明区

发展改革委牵头，联合区生

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委等

十余个相关部门，又引入市

级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结

合最新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

成果，系统推进GEP核算体

系研究编制工作和GEP试算

制度建设。

据了解，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GEP核算“1+1+N”制度

体系包括1套GEP核算方法、

1个GEP核算平台系统、N个

领域GEP核算应用机制。区

发 展 改 革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这套GEP核算指标体系

以国家规范为基本框架，借

鉴国内外GEP核算先行地区

的相关技术规范，在综合考

虑数据、核算方法可行性和

崇明地域特点、生态系统特

征、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基

础上最终编制完成。

具体而言，这套GEP核

算指标体系包括物质供给、

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3个一级

指标。其中，农业产品、林

业产品、生态能源属于物质

供 给 ； 水 源 涵 养 、 土 壤 保

持、固碳等属于调节服务；文

化服务包括生态旅游、康养服务、景观增值等内容——这

些细分内容构成GEP核算的二级指标。

滩涂湿地是崇明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所

在，无论是其上生长的芦苇、海三棱藨草等植物，栖息的

各类底栖生物，还是每年往来的候鸟，都具有较高的生态

价值，对GEP产生不可忽视的正向作用。正因如此，崇

明在编制核算指标体系时，充分考虑并引入多种富有地方

特色的生态单元。

与国家和其他地区规范相比，崇明的GEP核算体系

中增加对芦苇、花卉等本地特色物质产品的核算，将海岸

带防护纳入核算体系、病虫害控制调整为生物灾害控制，

还剔除南方地区不涉及的防风固沙服务。

崇明   水平怎么样

崇明GEP总量大、人均高，在全市及长三角地区都

排在前列。从GEP的角度，说崇明人“家里有矿”也不

为过。

丰富优质的生态空间是崇明GEP最硬实的“家底”。

森林方面，自2003年实施大规模林业建设以来，崇明森

林覆盖率持续稳步增长，林地品质不断提升。截至2023

年，全区森林总面积已达到53.97万亩，超过上海全市的

四分之一，森林覆盖率也高达30.74％。优质广袤的森林

对GEP贡献巨大，主要体现在固碳产氧、涵养水土、气

候调节等调节服务功能板块上。而在森林覆盖率提升之

后，便是从“量”到“质”的深层次转变。

近年来，崇明区立足自身优势禀赋，为市民游客提供

休闲、健身、康养、休憩的绿色生态空间，让市民能够走

进森林、享受森林。通过培育林下菌菇产业、林下花卉产

业，探索林下种养结合模式，广阔的林下空间也得到开

发。由此，森林GEP的文化服务、物质供给板块也得到

长足发展。

湿地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崇明湿地

资源极其优越，更是拥有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

江口中华鲟湿地自然保护区两个国际重要湿地及多个国

家、市级重要湿地，已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重要生长栖息

之地。崇明每年监测到的鸟类、鱼类均超过300种，有

100万只次水鸟在这里栖息过境，珍稀生物中华鲟、江

豚、扬子鳄等在这里生息繁衍，由此产生的直接GEP规

模已相当可观，综合生态效应和价值更是难以估量。而在

森林、滩涂湿地以外，崇明的生态“宝库”中还有着面积

广大的农田、内河等功能区域，正形成集“滩、水、林、

田、湖”于一体的综合生态空间，这让崇明生态本底品质

进一步提升，GEP硬实力进一步增强。

在崇明区相关部门和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等专业

机构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崇明区GEP试算工作已完

成。在三类生态产品中，调节服务功能占GEP总量的

约71%、价值量最高，其中，气候调节约占八成，其次

为固碳、洪水调蓄、海岸带防护等功能，体现出调节

服务是崇明生态系统提供的核心生态产品，其为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最重要贡献；文化服务功能占比约

16%，物质供给功能占比约13%，价值实现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

未来，崇明区将进一步研究完善GEP核算体系，通

过具备自主监测汇总功能的智能化设备，逐渐搭建起GEP

测算统计的智慧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加快探索GEP

的应用机制，将GEP核算结果与规划纲要、项目评估、

环境监测、生态补偿等工作相挂钩，进一步深化GEP核

算与乡村振兴等工作的衔接与运用，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效率，助力崇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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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涌入海的黄浦江，在城市的东北

部转了一道弯，划出15.5公里长的滨江

岸线，也弯出了杨浦区这个上海面积最

大、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区。昨天上午，全

国首场“境外媒体记者对话书记（市长）

系列活动”——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专

场在杨浦区举办。来自土耳其阿纳多卢

通讯社、意大利晚邮报、中阿卫视、新加

坡亚洲新闻台、香港南华早报、香港凤凰

卫视、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经济网、

CGTN等30余位记者参加。

经过前一天的实地采风，参访记者

们充分感受到了工业美学和海派风貌交

织的“硬核浪漫”、东方神韵和西方文明

交融的气质底蕴，继而对杨浦区产生了

更多好奇与思索。围绕“城市 · 创新 · 发

展”主题，杨浦区委书记薛侃与媒体记者

开展面对面交流，就人民城市建设、经济

发展与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

新、数字经济、城市更新、工业遗产保护

和利用、国际合作等话题与大家开展深

入探讨，在场中外媒体记者踊跃提问，双

方热切互动。

近年来杨浦区经济保持稳健平稳增

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全面开放。

近期，美国耐克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唐若修到访上海，表示将继续扩大在中

国的投资，增加新的业务品种。耐克在杨

浦区打造了北美总部之外的第一家运动

科研实验室，把体育科技研究最新成果

放到杨浦区，表明了外资企业看好中国、

投资上海的坚定信心。

对此，意大利晚邮报记者提问，欧洲

有许多从事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的中小

企业，这样的企业在杨浦区是否有发展

机会？

去年，杨浦区代表团赴法国、意大利

等国家访问，发现国外工商业者非常希

望得到中国、上海第一手的发展信息，了

解机遇、市场，以及进口渠道等。常来常

往才会相亲相近。杨浦区代表团就法国

塞纳河沿岸工业遗产改造问题，与当地

设计师协会开展深度交流，很快促成法

方回访上海，并成功将蓝带国际学院引

入杨浦滨江。未来，杨浦区将更加注重

“走出去”“引进来”相互结合，为企业“出

海”提供专业化辅导。上周，杨浦区与巴

西合作伙伴签订协议，建立亚洲首个巴

西投资促进中心，为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建立桥梁纽带和平台载体，提供专业

化对接和服务。

有记者提到抵沪首日参观上海报业

集团的经历，希望了解杨浦区在国际传

播方面的相关工作。据介绍，杨浦区

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提地，这一理

念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城市治理和展

示分享。在杨浦区负责人看来，此次

活动也是增强城区国际传播力的尝

试，通过记者实地采访考察和对话交

流，对彼此而言都是“第一课”，有助

于形成共识。

来自巴基斯坦的记者希望杨浦区分

享发展智慧城市的经验。

据介绍，杨浦区与巴基斯坦之间的

交往早有渊源，眉州路曾名卡拉奇路，

而卡拉奇正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目

前，有许多巴基斯坦留学生在杨浦区学

习和生活。发展智慧城市，首先体现在

公民素质培育和教育上，让生态保护环

境优先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此

外，杨浦区致力于绿色发展，用技术手

段向绿色低碳、节能减排方向推动能源

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对话会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记

者们纷纷上前询问外国企业接洽落户事

宜。杨浦区负责人表示，欢迎符合上海

发展定位与杨浦区重点产业的企业，杨

浦区将努力落实合作意向，为各类企业

提供专业服务。

首场“境外媒体记者对话书记（市长）系列活动”
在杨浦区举办，  余位中外媒体记者参加

人与城双向奔赴，城与人相互成就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记者昨天从相关部门获悉：经过近
一个月前期准备，S20外环高速泰和路高架桥修复养护工程

全面进入上部主体结构大修施工阶段。项目外圈施工预计今

年10月完成，2025年3月完成内圈施工。

S20外环泰和路高架位于上海外环高速北外环路段，西

接蕴川立交，东接外环隧道，长期承担北外环主要货运车辆过

境功能。据市道运中心介绍，因长期受重载交通影响，桥梁出

现不同程度病害，利用S20外环隧道封闭大修道路整体流量

下降、重车减少的窗口期，自今年5月18日零时起通过半幅封

闭施工的方式，组织相关单位对S20外环高速泰和路高架桥

进行修复养护。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正对高架桥面的老旧沥青进行铣

刨，新旧板梁也在陆续更换中。“此次大修主要有两大难点，一

是如何确保桥梁老结构的承受力，二是最大程度减少对交通

的影响。”据隧道股份上海路桥泰和路高架桥修复养护项目部

总工程师崔猛介绍，主体结构大修施工期间，将移除原先桥面

6521片小铰缝空心板，更新为4050片刚接空心板，“将大大提

高安全性及耐久性。”为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吊车的停放位置

等每一个步骤都会根据桥梁结构的承受力，进行计算和安排。

同时，为了减少对区域交通的影响，工程采取“半幅施工、

半幅保通”方式分两个阶段施工，先实施外圈大修，后实施内

圈大修。考虑到泰和路沿线主要为厂房、部分为居民区，有一

定噪声的施工作业，如桥面铺装等均安排在白天进行，老桥面

板梁拆除主要安排在夜间进行。

市道运中心将协同项目团队把内环高架“年轻化”改造

中积累的施工经验，运用至泰和路高架桥修复养护工程，为

上海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安全更新探索可复制、可借鉴、可推

广的经验。

借鉴内环高架“年轻化”改造施工经验

S  外环泰和路高架桥
进入主体结构大修阶段

自动驾驶出租车、智能网联公交、智能

重卡，“未来出行”场景在这里成为生活日

常；滴水湖金融湾已吸引近700家金融企

业落地，其标志性建筑“荣耀之环”将于

年底完工，50米高空俯瞰滴水湖的独特体

验有望成为临港观光首站；全球最大的室

内滑雪场耀雪冰雪世界今年将对外迎客，

集合专业雪道、雪上娱乐、赛事级冰场等丰

富内容……

南汇新城是临港新片区主城区。揭牌成

立近5年来，临港新片区这座“年轻的城，

年轻人的城”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记者

从昨天举行的“媒体看新城”系列发布会南

汇新城专场获悉，南汇新城充分把握临港新

片区和浦东引领区两大国家战略叠加优势，

不断深化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具有较强国

际影响力、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着力

塑造“国际风、未来感、海湖韵”城市风

貌，全力建设高能级、智慧型、现代化“未

来之城”。

“未来汽车城”崛起，产业集
群效应显现

在南汇新城，用手机小程序呼叫一辆

自动驾驶出租车往返临港大道地铁站、临

港中心、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天文馆等点

位，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下月起，临港

主城区到浦东机场的高快速路场景测试将

开通试点，无人驾驶专线出租车智慧接驳

将投入使用。

发挥制度优势、科技优势、场景优势和

产业优势，南汇新城正全力打造“未来汽车

城”。一组数据颇具说服力：投入智能出租

107辆，累计订单量8.3万单、里程220.9万

公里；投入智能公交25辆，开设通勤、高

校、医疗、旅游等8条定制班线，累计完成

订单3.4万单、运营里程25.4万公里；投入

智能重卡104辆，开展东海大桥和常规开放

道路的测试应用，累计里程597万公里，完

成26.7万个标准箱的自动驾驶转运。

智能新能源汽车正是南汇新城“6+2”

前沿产业体系之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2023年，南汇新城规上工业总产值

4333亿元，同比增长22.5%，约占全市的

11%。其中，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近

3000亿元，特斯拉、上汽两大龙头企业发

挥链主作用，带来极大的集聚效应。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副处长李向

聪介绍，南汇新城正聚焦汽车软件、汽车

电子、汽车芯片等建设智能汽车生态城。

以链主为抓手，将重点服务好特斯拉超级

工厂的核心供应商落地，加快上汽临港基

地全球标杆电动工厂的扩能建设和新品导

入，做大中科创达国内首个舱驾一体的滴

水OS操作系统，加快宁德时代滑板底盘研

制项目量产。

围绕人工智能（AI）产业，南汇新城打

造“滴水湖AI创新港”，前瞻布局智能穿

戴、机器人、智算、自动驾驶、软件等。自

去年8月至今，已导入宁德时代智能、中科

创达、商汤绝影、兰桂骐等前沿产业重点企

业60余家，吸引相关产业人才超3000人。

此外，还将打造具有临港特色的大模型产业

集聚区“模法工场”，导入智算芯片设计、

数据服务、通用及垂直领域大模型、软件信

息、算力等领域企业。算力方面，已布局包

含三大运营商、商汤科技、有孚网络等8个

算力中心，总体算力规模领先，智算比例

高，可调度算力约3EFLOPS，占上海总体

算力比例约20%。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打造都
市文旅新样板

硬核产业不断聚力，南汇新城城市功能

不断完善、人才集聚“磁石效应”愈发强

劲。数据显示，临港新片区自成立以来，累

计引进人才8.81万人，吸引集聚各类高层次

人才500人。今年以来，累计引进人才2.11

万人，同比增长51.54%。

坚持适度超前理念建设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南汇新城加速集聚优质教育资源，

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办学率达100%，基础

教育学校已布局75所（含校区），到“十四

五”末将建成百所基础教育学校。已建成营

业商业面积112万平方米，新增临港演艺中

心、朵云书院、临港足球综合运动中心等文

体设施。

坐拥上海天文馆、中国航海博物馆、上

海海昌海洋公园等头部景区 IP，数据显

示，2023年，临港新片区旅游业共实现营

业收入18.8亿元，同比增长136%；接待游

客987.01万人次，同比增长89%。“十四

五”末，临港新片区年接待游客数将达到

1500万人次，有望成为上海千万级旅游流

量的入口之一。

“未来两年，我们将以耀雪冰雪世界、

海昌海洋公园、上海天文馆101文旅集聚区

为核心区域，积极创建都市型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商旅处四级调

研员张晓燕介绍，将制订 《临港新片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布局都市度假

新兴业态，打造具有临港特色的都市文旅

新样板。

南汇新城：建设高能级智慧型现代化未来之城

智能网联出租以

临港主城区为核心，

围 绕 居 民 社 区 、高

校、地铁站、景区等

区域，满足各类出行

需求。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本报讯（记者周辰）6月14日至6月30日，以“无边界

乐园hybridplayground”为主题的2024设计上海@新天地

设计节在上海新天地免费向公众开放。上海新天地进一步

扩大这块城市中心的艺术画布，首次纳入新天地绿地，集合

建筑、设计、艺术、时尚等不同学科下的22组装置艺术，与

全域协同营造一个专为创意而设的乐园，让更多年轻设计

师能在此肆意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

本届“设计上海@新天地设计节”为了让所有观众能够

对整个“无边界乐园”获得一个更加清晰和全面的概貌，首

次对所有的装置进行了路线与区域的规划，通过五大板块，

将“无边界乐园”的各种体验串联起了一条完整的空间叙事

的线索。新天地广场、新天地石库门街区、新天地时尚和新

天地绿地分别对应着“惊奇力场”“集趣小径”“交互广场”

“多界之界”以及“呼吸之境”这五个主题。不同的装置作品

在新天地“Playground”中穿插散落，在这里，参与者可以解

放想象力。

左图为一组城市公共互动装置，这个装置将互动、游

戏、机械、环保等问题的不同思考结合起来，试图连接人与

内心、自然、社会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新天地设计节启幕
营造城市创意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