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印发《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

时政04 2022 年 1 月 15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忻 意

美术编辑 江 奕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本报讯 近日，市政府正式
印发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
展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副市长彭沉雷副介绍
了规划纲要的相关情况。

据介绍，《发展纲要》是指
导世界级生态岛中长期发展

的行动纲领，规划期限到 2035
年。 《发展纲要》从顶层设计的
角度，对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进
行了前瞻思考和系统谋划，在
发展内通 、发展特色 、发展质
量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拓展
和战略性提升，主要包括三部分
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战略”，
提出崇明生态岛的发展目标

和指标体系。 第二部分是“四
大行动领域”， 形成未来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发展的主要举

措。 第三部分是“保障措施”，
保障《发展纲要》落地实施。

《发展纲要》 锚定一个总
体目标、 凝炼十个关键指标、
聚焦四大行动领域。

首先 ， 锚定一个总体目
标。到 2035 年将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打造成绿色生态 “桥头
堡”、绿色生产“先行区”、绿色
生活 “示范地”， 成为引领全
国、影响全球的国家生态文明
名片、 长江绿色发展标杆、人
民幸福生活典范，成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板”，成
为彰显我国作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
引领者的重要窗口。

第二，十个关键指标分为
两大类，生态环境保护类五个

指标， 包括地表水达到或好于
Ⅲ类水体比例、 土壤健康度优
良点位比例、生态空间（滩水林
田湖） 占比、 占全球种群数量
1%以上的水鸟物种数、长江河
口水生生物旗舰物种种群数

量。生态价值实现类五个指标，
包括碳排放量、 生态产品总值
(GBP)年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人均社会事业
财政支出、公众综合满意度。

第三，聚焦四大行动领域，
包括： 推动生态能级高标准跃
升 ， 进一步厚筑生态资源本
底， 建设美丽河湖， 保育生态
沃土， 培育品质森林， 守望静
谧蓝天， 守护动物栖息天堂；
同时， 提升自然保护区能级，
推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打响
生态岛科普教育品牌。在能源、
产业、建设、交通等多个领域，
全方位加大部署，先行探索“碳
中和” 实现路径； 促进生态产
业高水平发展。 持续壮大绿色
新农业， 搭建农业科创功能性
平台， 发展特色种源产业， 做
强农业品牌， 做精数字农业，
打造绿色农业高地； 共享幸福
美好高品质生活。在城乡建设、
公共服务、增收致富等方面，进
一步加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彭沉雷表示， 上海将突出
《发展纲要》规划领作用，一张
蓝图绘到底， 继续滚动实施三
年行动计划，开展国际、部市、
沪苏、 市区、 政企等多层面合
作，完善资金、土地、人才等要
素配套， 举全市之力稳步推进
生态岛建设， 推动美好蓝图变
为生动现实。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陈

?）随着现场的机器轰鸣声，昨
日， 徐汇区 2022 年重大工程、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涉及
产业发展、 民生保障和基础设
施三大板块。

2022 年徐汇区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预计完成 407 亿元 。
85 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中产
业类项目预计当年开工 284 万
平方米、竣工 138 万平方米，年
度投资 187 亿元。

据悉， 徐汇正积极构建功

能集聚、中心辐射的卓越城区，
加快形成 “两极驱动、 东西循
环、南北联动、中部提升”的发
展格局。 以重大工程建设为先
手棋，打好“东西南北”四大战
役，支撑四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蓬勃发展； 坚持交通优先战
略，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
福祉；补好精细化管理短板，不
断推动人民城市建设。

在全区形成以徐汇滨江和

漕河泾开发区两大增长极为引

擎， 东部高质量滨江发展带和

西部高能级科创聚集带， 北部
中央活动区、中部融合更新区、
南部战略拓展区统筹协调发展

的良好局面， 着力打造产城融
合发展的引领示范区。

聚焦 “四大战略产业集
群”， 徐汇进一步推进数字经
济、生命健康、文化创意、现代
金融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加
快形成。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大力
推进西岸数智谷、 北杨人工智
能小镇等项目建设， 加快集聚

人工智能总部和垂直链企业 ，
发展数字经济产业集群， 打响
“科创绣带”品牌；以生物医药
为抓手， 加快徐汇滨江复星中
心、 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等
项目建设， 为发展生命健康产
业集群提供载体平台； 以艺术
传媒为引领， 依托西岸传媒港
建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以金融科技为先导， 推动徐家
汇中心、 西岸金融城等核心项
目为建设，着力打造徐家汇、衡
复地区、徐汇滨江为核心的“金

三角”现代金融集聚区，以顶尖
载体吸引顶尖机构。

此外，将落实南部职校、乐
龄汇等民生项目； 进一步推进
租赁房建设；坚持交通优先，完
善综合立体的现代交通网 ，全
力配合 、 加快推进轨交 23 号
线、 龙吴路功能提升等干路建
设项目， 加快推进漕宝路快速
路东延伸进程； 全面推进徐家
汇商圈天桥连廊建设和天桥加

梯，着力打造空间复合、全龄友
好的慢行系统。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在昨天举行的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副市
长彭沉雷， 市政府副秘书
长、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华
源，崇明区委副书记、区长
缪京等出席发布会， 共同
回答记者提问。 据悉， 经
十年综合评估， 崇明生态
岛建设 27 项指标已全面
完成。

据华源介绍，2020 年，
上海对 《崇明生态岛建设
纲要 （2010-2020 年）》 进
行了十年综合评估， 27 项
指标全面完成。 森林资源
和滩涂资源大幅跃升， 全
岛生态资源面积约占全市

30%； 水源涵养 、 生物多
样性维持功能约占全市

80%； 大气净化 、 固碳释
氧、 缓解热岛等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量超过全市总量

50%； 占全球种群数量 1%
以上水鸟物种数增加至 11
种，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作出重要贡献。

为建设好世界级生态

岛， 市政府持续加大对崇
明的政策支持力度。

截至去年底， 已经滚
动实施了四轮崇明生态岛

三年行动计划， 市级财政

对计划内项目的支持力度

逐渐加大， 第四轮市对区
补贴比例提高到 90%。 根
据初步统计， 四轮三年行
动计划滚动实施下来 ，共
组织实 施 重 点 项 目 255
个。

《发展纲要》提出要把
崇明建设“成为引领全国、
影响全球的国家生态文明

名片”，上海将如何提升其
国际影响力， 使之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生态

岛？
彭沉雷表示， 崇明生

态岛的国际认同度在不断

提升。 崇明东滩湿地已列
入东亚———澳大利西亚迁

徙涉禽保护区网络， 被世
界自然基金会 （WWF）列
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生态敏

感区和全球湿地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 。
2002 年 、 2008 年崇明东
滩国际重要湿地、 长江口
中华鲟国际重要湿地分别

列入 《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

这些年， 崇明与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人居署、粮
农组织、教科文组织，以及
世界自然基金会、 英国皇
家鸟类保护协会等国际组

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 ，在生态 、科研 、农业等
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合作交

流。 2014 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评价 “崇明岛生态建
设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

中国家探索区域转型的生

态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将崇明生态岛建设
案例收录至联合国绿色经

济教材。
同时， 崇明生态岛在

国际生态地区建设中具有

它的独特性。 崇明有近 70
万人在生活， 如果能实现
既生态保护又人的生活品

质得到保证， 那它就会具
有国际影响力， 成为生态
建设的一种模式。

“比如，说像文旅康养
产业、体育产业，我们现在
在那里有了一些布局 ，也
是一种探索。 通过文化内
容的嵌入， 使生态岛的内
涵更丰富， 既有生态又有
文化， 又有必要的产业支
撑， 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
值。 ”彭沉雷指出，生活在
崇明的近 70 万人，他们应
该享受的社会服务， 同上
海其他地区的人民生活是

一样的 ，“2035 规划目标 ”
一定能够达成。

打造影响全球的生态文明名片
崇明生态岛

27项指标已全面完成
国际认同度在不断提升

徐汇区2022年重大工程集中开工启动
涉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和基础设施三大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