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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文艺”的火车站
详见第五版

【内版导读】

打造G60科创走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品牌

百亿级项目正泰启迪智电港一期封顶
本报讯（记者 杨逸飞 梁锋 文 姜

辉辉 摄）“正泰启迪智电港一期项目已

经全部封顶，正在进行外墙建筑装修，预

计今年底可全部交付。”正泰启迪智电港

项目管理部工程总监刘璐告诉记者。

正泰启迪智电港是G60科创走廊

百亿级重大项目之一，总投资 200 亿

元。项目定位为“集高端制造为一体，

智能电气、能源互联为两翼”的科技创

新高地，未来将吸引一批以正泰集团上

下游和启迪控参股企业为先导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建成“高端制造、总部

经济、科创园区+人文生态社区”的“3+
1”园区（见右图）。

正泰与启迪联手可谓强强联合。

正泰集团将发挥其在智能电气、工业自

动化信息化、清洁能源环保节能、智能

制造与高端装备、智能商业与智能家居

五大产业集群的产业优势，启迪协信科

技城集团则综合运用其清华背景资源、

多元产业领域和开发运营经验，共同将

智电港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智能制造产

业集聚标杆园区，推进G60科创走廊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品牌建设。

项目一期于 2017年 10月开工，占

地 145 亩，计容建筑面积 15.5 万平方

米，今年年底将建成开园。截至今年 4
月底，项目已吸引33家企业意向签约，

涵盖智能制造、智能电气、新能源、电子

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行业，主导产业

（智能电气、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

电子信息技术等）聚集度达到 80%以

上。“一期预计招商 100家左右，5年后

预计亩均税收 100 万元以上。”启迪协

信科技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区域

公司招商运营总监曾元千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入驻企业中，除了

理想能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等行业

领军企业外，还包括“飞地”性质的咸阳

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咸阳市秦都区政

府在智电港设立离岸研发中心，利用

G60 科创走廊人才资源优势，聚贤纳

才，进行科技研发工作。

“签约企业中，目前 6 家已完成注

册，10 家正在准备注册资料，5 家准备

做注册地址迁移。”曾元千告诉记者，在

企业注册过程中，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及相关服务平台充分发扬“店小

二”精神，帮助企业对接G60科创走廊

相关政策，工作流程非常顺畅。

近期，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新能源

和网联汽车产业联盟、新能源产业联盟

相继成立，理想新能源等正泰启迪智电

港园内企业成为会员单位。5月底，正泰

启迪智电港将对接全国范围内的高校、

企业、基金，在松江举办新能源产业大

会，以“科技+金融”的方式帮助更多企业

成长，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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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谆

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

进，“家底”越来越厚的村庄如

何实现集体资产的有效监管已

成为迫切的问题。顺应民生关

切，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我区

日前全面推广农村集体资产经

营管理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

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制

度化、规范化、信息化。

在车墩镇农村集体资产经

营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小夏正

忙着录入一份新签订的集体资

产房屋租赁合同信息，承租方、

租金、租期等一一登记在“松江

区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平

台”上。作为平台使用的三个

先行试点街镇之一，目前车墩

镇的农村集体资产在这个平台

上形成了一本“明白账”。点开

任何一个租赁合同，租金、租期

是否合规，租金到位率等都一

目了然。

虽然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有

一系列管理办法，但仍然存在

薄弱环节，如合同底数不清、租

金收取不及时、经营管理情况

不能实时掌握……传统的管理

模式已经受到考验。区农委下

属经管站统计科科长朱佳薇

说：“我们这次新开发的平台把

监管制度转化为互联网电脑执

行程序，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全面登记、阳光公示

和纠偏预警，是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综合监管的重大

举措。”

“‘应登尽登’‘应进必进’，是平台对摸清农村

集体资产底数的首要要求。”去年区农委开展了清

产核资，进一步理清了农村集体资产改革至今集体

资产变化情况，现在平台系统启动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清产核资的基础数据纳入平台，把所有财、

物、事等信息统统“晾晒”出来，让大家随时看见。

“以前也有社员大会和公示栏这样的公示平

台，但基本都是定期的，现在则是‘实时更新、全程

留痕’，每项集体资产只要一有变化，就能第一时间

反映出来。”朱佳薇介绍，目前造成财务管理混乱的

主要原因是管理不规范、合同租金收取情况掌握不

及时，“而新平台九大模块数据是互相关联的，所有

的数据资料一旦录入，都将与资金管理发生关联，

最终和相应的财务数据实现对账。”她说，如果输入

时有遗漏或者不规范，整个系统程序就不能正常操

作，财务凭证也不能及时生成。“通过系统把监管变

成了硬邦邦的‘程序’，堵住了管理漏洞。”

新平台能否用得好，人是关键因素。据介绍，

平台根据人员身份和管理内容设置了不同的权限，

有效避免了任何人都能随意更改信息数据。同时

设置了预警功能。“比如说合同、租金等超出合规的

指导期限和价格，平台就会亮灯预警，不整改灯不

灭。”朱佳薇告诉记者，这样“不近情面”的电脑程序

规范了资产的监督管理。据了解，平台去年试点

时，预警功能就筛查出一批超长租期合同，每份合

同的租期在50年。

古韵松江显魅力 市民扎堆来打卡
——“文化+旅游”成松江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

五一小长假，我区各旅游景区（点）、

文化活动场所游人如织，文旅产品供给丰

富，文旅活动形式多样，文旅市场秩序井

然。记者从区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五一期

间纳入监测的12家景区总接待人数超过

63.17 万人次，营业收入达 2641.5 万元。

其中，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

18.17 万人次；上海欢乐谷共接待游客

9.98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605.34万元。

全区举办文化活动85场次、阅读活动26场

次，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达8.7万人次。

“现在旅游有两类热门景区，一是

生态环境好的地方，踏青游玩亲近自

然；二是文化游，大家越来越在意旅游

背后的文化获得感。”据区文化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正在推进文旅

深度融合，“文化+旅游”成为松江文旅

产业新的发展优势和增长点。五一期

间各景区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展示以

人文松江为特质的全域旅游魅力。市

民志愿者也纷纷走上街头，穿梭在各大

景区，他们清理垃圾、给游客当向导，用

实际行动营造文明旅游氛围。

远看青山绿水，近看人文天地。五

一期间松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把文化活动带进景区，让游客了

解松江民俗民风，走近松江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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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郭威

见习记者 牛立超） 近日，

浙江省长兴县文史研究人

员在该县和平镇东山村一

处茶山脚下，发现一座砖石

垒砌的古墓。经过前期研

究和史实比照，确认这座墓

的主人为明代著名内阁首

辅徐阶。

徐阶籍贯松江府华亭

县，即现在的上海市松江

区。嘉靖二年（1523 年），

徐阶考中探花，被授以翰

林院编修职务，最高官至

内阁首辅。明史研究专家

沈敖大介绍，徐阶是松江

历史上的第一高官，他长

在松江，在松江娶妻生子，

致仕后回到松江生活，两

任夫人都葬在松江。晚年

因土地问题被调查，儿子

也被发配充了军。这段经历令他心有

余悸，所以另葬他处。

由于古墓已历经400余年的风吹雨

淋，虽然整体尚存，盖板、砖墙等主体结

构基本完好，但是墓表建筑已经不复当

年的景象。据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长兴县博物馆研究人员对整个区域

启动了考古勘察，并确定了保护范围。

居民花费少了 用气更安全了
近8000户老旧小区居民年内用上天然气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谆谆）“目前已经有1.8万

余户老旧小区居民用上了干净清洁的管道燃气，今

年又有近8000户列入工作计划。”松江燃气公司负责

人介绍说，为了让老旧小区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根据

区政府制定的燃气推广计划，今年全区包括安置房

在内的老旧小区的26649户居民将全部开通管道燃

气。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加大民生工程投入，着力补齐短板，让老旧小

区居民厨房灶头燃起旺火，真切感受民生温度。

在佘山镇东霞小区，作为首批享受管道燃气便

利的老旧小区用户，居民赵仁秀一边烧饭一边介绍

说：“以前家里用液化气钢瓶，烧菜有黑烟，现在的

管道天然气干净，厨房也清爽了。”东霞小区建于上

世纪 90年代，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小区建设在前，

管网铺设在后，小区居民没能及时享受到天然气的

便利。“现在每家都有充值卡，手机、便利店 24小时

都能充值。”管道燃气的接通，让赵仁秀感受到跟上

现代生活的步伐了。

管道燃气用起来方便、干净，但用气花费会不

会增多，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赵仁秀说，以前每

个月用一两罐气，加上配送费花费在 200 元左右：

“这个月用管道气，才花了 75元。”松江燃气公司市

场部部长陶文旗介绍，部分原因是罐装气往往会有

残留，管道气是“买一立方就能一立方用尽”，能源

的有效利用率提高了，居民的花费也省了。

管道燃气的安全问题也是居民关心的重点。

“相比罐装气，管道燃气在安全上具有先天优势。”

据介绍，以往罐装气管道和瓶罐使用橡胶套结合，

因为鼠虫咬和磨损等原因，可能造成漏气现象，而

管道燃气全金属联结，更安全牢靠。此外，燃气公

司还通过全覆盖检查等方式，为居民用气加装“安

全锁”。对于通管道燃气的老旧小区，燃气公司工

作人员如今多了两项任务，一是室外管道，每年一

次采用专业仪器全覆盖“检漏”，二是室内热水器、

灶具等用气设备每两年实施一次全覆盖检查。

相比一般新修建筑，老旧小区燃气管道铺设遭

遇的困难更多。“老旧小区建成时间久，以往施工图

纸已经遗失，地面施工时需要小心翼翼，经常会碰

到弱电线、管网等物体。”陶文旗称，对于不小心碰

到的管道，施工单位会无条件尽快修复。另外为了

减少工程扰民，施工方在同居民做好沟通的同时，

通过在开挖路面上铺设铁板等方式，减少工程对于

居民出行的影响。

图为市民游客在广富林文化遗址朵云书院参观。 记者 姜辉辉 摄

□见习记者 牛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