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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由国务院核定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我区广富林遗址、佘山天
文台同时入选。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建于1900年的佘山天文台拥有国内最早、也是
迄今为止最大的折射望远镜，曾先后三次参加国际
经度联测。天文台现以上海天文博物馆的形式面向
全社会开放，兼具历史展陈和科学教育功能。广富
林遗址位于广富林路以北、银河路以南、沈泾塘以
东、油敦港以西，原广富林村及北部一带，1958年，当
地村民在开河时发现了广富林遗址。到21世纪初，
广富林遗址原始文化考古的新发现轰动了考古界，
经科学考古初步证实，早在 5000年前，广富林一带
就有松江先民在此地劳作生息，四五千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晚期当地就已经普遍种植水稻。

□记者 孙皓 秦天/整理

“十二五”时期是松江家庭农场模式从初创走向成熟
的阶段。五年间，粮食家庭农场覆盖率从73%提高到92%，
机农一体从79户增加到504户，种养结合从37户增加到79
户，机农一体和种养结合比例从12%提高到52%。粮食种
植的规模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种地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成功走出了一条以机农一体、自耕为核心的机械化运作、

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央有关部
门领导和专家认为，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在我国经济较发达
地区完全能推广、可复制。2013年，“家庭农场”的概念首
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也意味着，从松江走出
去的家庭农场经营制度，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建设用地空间指标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一大瓶
颈，在此背景下，松江探索的由工业土地用途管理、建设
用地减量化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工业用地回购
暂行规定组成的土地减量、盘活、优化的“三部曲”被国
土资源部称为“超级增减挂钩”。松江区的建设用地规
划空间为 286平方公里，而实际建设用地的存量也已接
近这个指标，规划区外现有建设用地亟需“瘦身”。“超级

增减挂钩”旨在将规划区外排放不达标的产业用地、落
后低效需要淘汰的产业用地、废旧仓库大棚、存在演变
为“城中村”隐患的宅基地等“打扫干净”，从而盘活有限
资源，环境得到有效整治、人口得到有效调控。佘山镇、
新浜镇、小昆山镇等地先后通过实施“增减挂钩”，极大
改善了区域环境，农民通过宅基地置换，生活水平也有
了较大改善。

农民摇身成为“股民”，手握集体资产份额，坐享资产
升值红利。松江在“十二五”时期率先完成的农村集体资
产产权制度改革，让这样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自 2008
年起启动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我区到2013年底
已完成了以镇级为重点、镇村二级同步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组建工作，集体经济有了独立法人地位和参与市场
经营的身份。通过改革，松江理顺了1956年农业合作化

运动以来集体经济内部的利益关系，初步实现规范管
理。在此基础上，我区抢抓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机遇，
提出集体资产五年倍增计划，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经营发
展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目前，整区完成农村集体资产产
权制度改革的松江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一家，目前也是唯
一一家。过去五年全区累计分红 4.84亿元，惠及社员 59
万余人。

继率先初步建成市郊首座新城之后，“十二
五”期间，松江新城又在郊区县中第一个完成规
划修编，扩容至160平方公里，绘就了建成市郊
首个产城融合、百万人口等级新城的发展蓝图，
也确立了松江新城建设成为上海城市副中心、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战略地位。围
绕此目标，我区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城市化建
设。“十二五”期间，轨交 9号线南延伸通车，将

松江北部多镇、新城、老城和南部新城一线贯
通，并与沪杭高铁对接；轨交22号线开通，密切
了松江东南部与中心城区的联系；辰塔路横潦
泾大桥建成；有轨电车T1、T2线开工建设。建
新的同时，我区改旧的步伐未曾停步。截至“十
二五”末，老城区已有 4279户居民签订解困安
置协议，交付新居 3700套，老城居民过上更加
体面的生活。

为响应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相关要求，2015年，九亭镇和方松街道分别析
出一个街道，命名为“九里亭街道”和“广富林街
道”。其中，九里亭街道面积为 6.79平方公里，
办事处行政区域范围为：东至小涞港，南至沪松
公路，西至G15高速公路，北至G50高速公路；

广富林街道面积为19.05平方公里，办事处行政
区域范围为：东至通波塘，西至油墩港，南至文
翔路，北至辰花公路。拆分完成后，两个新街道
均按照标准，配置相应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
资源，以化解群众需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之间
的矛盾。

漕河泾松江新兴产业园是我区与临港集
团在“区区合作，品牌联动”战略引领下建设
的 3.0版开发模式的新载体。如今，一个联合
专业团队进行土地开发和招商引资、大力发
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 3.0 版产业
园区现已初步成型。以“一总部三中心”以及
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使园区单位面积税收产出达到全区平均水平

10 倍以上，成为松江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典
范，成为集聚高端产业、高端劳动者的载体，
成为松江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样本。2015
年 9 月 29 日，漕河泾松江园区南部新兴产业
综合体开工，标志着园区从单纯的产业空间，
正逐渐向“生产-消费”综合空间转变，产城融
合的 3.0版产业园区发展新路正越走越顺、越
走越快。

2013年 12月，松江区获得“国家级出口食
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称号，成为全国首个以出
口加工食品为重点的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以“魅力松江、崇尚质量”为城市质量精
神，松江在上海各区县中率先实施“质量强
区”战略，围绕创建首批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
市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今，质量在松
江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追求、一
种选择。新桥镇和小昆山镇成功创建为上海

市“诚信计量示范镇”，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
荣获商务部全国社区商业示范社区称号，松
江商城建成上海市“诚信、双信”商家，箭牌糖
果（上海）有限公司等 16家企业获得中国质量
诚信企业称号。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背
景下，松江坚持质量优先，把握质量导向，勇
于冲破体制机制束缚，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
更高层次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
展全面提质增效。

2013 年，具有 20 多年历史的上海市郊首家市
级工业区——松江工业区正式升级为“国家队”，
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身份，继续转型创
新的发展之路。作为目前上海市最大的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升级后的开发区由单一的工业园
区转变为以产业为主导的多功能综合性园区，并
形成“一区多园”的格局：东部为以新兴制造业为

内涵的中小企业创新产业园；中部为以行业主导
为内涵的外商投资集聚产业园，出口加工区为以
自由贸易为内涵的综合保税园区；西部为以智力、
智慧、智能为内涵的科技产业园。目前园区的产
值规模位居上海市市级以上开发区的前列，已成
为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和出口创汇的重要基地、外
资企业的重要集聚地。

在区社会治理联动指挥中心大厅的大屏幕上，全
区各个角落的实时图像监控、统计数据，24小时不间
断地翻滚跳跃。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保障，这个全市
首创的全时空大数据信息平台，将气象、交通、医疗、
经济运行等原先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信息，汇总到联动
指挥中心。目前，松江已将全区 605平方公里区域作
为一张“大网”，以街镇为单位划分为321个“小网”，小

网下划分为 1352个网格。网格的划分在农村地区以
自然村落为单位，城市化地区以楼宇小区为单位，通
过视频监控、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新手段的介入，
让这张“大网”紧密、高效地运作。通过网格化管理和
新技术手段，2013年，我区蝉联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最高奖项“长安杯”，成为上海首个获此殊荣且
唯一连续两次捧回“长安杯”的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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