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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版导读

详见第二版

▲

黄浦江大闸蟹
开捕上市

详见第三版

▲

原汁原味传承非遗
创新设计走近市民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10 月

21日至 22日，区党政代表团赴西双

版纳州勐海县、勐腊县考察调研，助

力对口帮扶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唐海东、区政协主

席刘其龙，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许家福、州政协主席张兴，区委

副书记韦明参加调研。

在勐海县打洛镇，代表团一行

考察调研了打洛村曼蚌等村民小组，

听取该村党的建设、强边固防、乡村

振兴等情况介绍，仔细询问协作项目

进展。今年以来，按照乡村文旅、环

境提升、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要求，

打洛镇在松江区援滇干部人才、资金

项目的支持下，边境小康示范村建

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村功能提升

等全面推进。

在勐腊县，代表团一行首先来

到云南滇云蜜语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听取企业介绍，详细询问助农

增收等成效。2020 年，在松江区援

滇干部的指导下，成功建立“扶贫车

间”，疫情以来吸纳就业职工 120
人。目前，公司自有蜂群 1万群，合

作社社员 4000余户，有效带动了当

地农户增收。

随后，代表团一行走进勐仑镇

城子村小组，听取该村乡村振兴、沪

滇协作等介绍。2020年以来，在松

江区人才、资金的撬动下，道路硬化、

饮水池修建、排水沟建设、旅游公厕

等基础设施项目得到了整体提升。

代表团表示，松江将学深悟透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

贯彻上海市委市政府与云南省委省

政府的统一决策部署，着眼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从“中央要求、西双

版纳所需、松江所能”原则出发，继

续唯实唯干、拼搏奋进，拓展帮扶领

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

高质量推进东西部协作工作。

区委常委时建英、周诚，西双版

纳州委常委雷洋、副州长刘俊杰，区

政协副主席金冬云等参加。

□记者 周丹丹

1-9月松江地方财政收入 225.38亿元，总

量位列全市第三，在连续数年高增幅基数的前

提下强劲增长 20.1%，创造出连续 69个月正增

长的地方经济发展奇迹。上半年实现增加值

831.35亿元，可比增长13.4%。1-9月规上工业

产值 3170.64 亿元，总量排名全市第二，增长

8.7%；进出口总额 2134亿元，同比增长 12.4%，

总量全市第二；引进合同外资20.19亿美元、到

位资金 5.72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121.1%、

121.4%。

在日前召开的区做强做优“五型经济”推

动松江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这样一份

亮眼成绩单让与会人员心潮澎湃、备受鼓舞。

在“十三五”实现逆势环境下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上，松江呈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成

绩的背后，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秉持新发展

理念，始终坚持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生

动实践和有效探索。而这其中，以“五型经济”

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企业的鼎力支持和卓越贡

献，也不断推动着松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谓“五型经济”，是指创新型经济、服务

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型经济以及流量型

经济。在今年市“两会”上，“五型经济”首次被

写入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五型经济”是上海

经济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是强化“四大功

能”的支撑点，也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着力点。在松江，“五型经济”也同样

是经济的长板和优势所在。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松江在勇当科技和产

业创新开路先锋中活力澎湃，创新型经济不断

实现新突破。腾讯、上海超硅、昊海生科、尚实

能源等一批科创型企业不断引进并发展壮大，

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信创产

业等为主导的“4+X”数字经济创新型产业集群

集聚重点企业400多家。G60脑智科创基地、中

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等重大科创

平台相继落地。AST大硅片、ALD光伏工作母

机、体细胞克隆猴、Tp1200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申威服务器等重大原创科技成果持续涌现。

服务型经济是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功能

提升的重要引擎。当前，松江服务业规模持续

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信息技术服务业和

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等

专业服务业快速成长，在线经济、宅经济等新

业态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腾讯长三角

AI计算中心、商用密码检测（上海）中心等高端

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加快集聚，引领先进制造业

发展。今年，松江还入选为国家首批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区域，成为上海

及一线城市中唯一入选的行政区。

作为上海最早引进利用外资的地区之一，

也是外向型经济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松江开

放型经济底色十足。截至今年 9月底，全区累

计引进6475家外商投资企业，吸引集聚了包括

50 多家世界 500 强在内的外资企业。依托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辐射带动，松江近年来外向

型经济总体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就在不久

前海关总署发布的 2020年度综合保税区发展

绩效评估结果中，松江综保区位列全国第四、

东部地区第二，成为深化制度型对外开放新高

地、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

本报讯（记者 周丹丹） 10 月

21日《人民日报》头版“新思想引领

新征程·时代答卷”栏目中，刊发了

题为《“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

卷”》的报道，聚焦在习近平总书记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画卷。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作为长三角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作

为生动案例展现其中。

报道中写道：上海松江 G60 科

创走廊，因沪昆高速得名，更以打通

沿线九市高科技产品的上下游产业

链闻名。疫情袭来，上海科大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体会到了产业链

打通的力量。当时口罩告急，他们

迅速研发口罩机，2020年春节期间

就拿出图纸。“上下游产业链几乎都

在长三角区域，迅速沟通，一个月便

投入量产。”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不断改进，现在每分钟可产 1000
只口罩。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的

科创板企业眼下达 72家，占全国已

上市科创板企业数的 1/5。松江区

委书记程向民认为，G60科创走廊是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也将发挥

重要作用。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发展的 3年间，九城市GDP 总量占

全国比重从 1/16上升到 1/15，地方

财政收入从 1/15上升到 1/12；市场

主体数量从 1/18上升到 1/16；高新

技术企业数从1/12上升到1/10。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10 月

23日上午，上海市松江区·云南省昭

通市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在昭通召

开，共谋两地东西部协作大计。昭

通市委书记郭大进，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唐海东、区政协主席刘其龙，昭

通市委副书记罗永斌、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绍雄、市政协主席申琼，区

委副书记韦明出席会议。

郭大进表示，自中央调整松江

区与昭通市昭阳区、镇雄县、彝良县、

威信县结对帮扶以来，松江带着高

度的责任心、强烈的使命感，投入真

金白银，在人才培育、劳务协作、教

育医疗等方面大力帮扶，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昭通人民衷心感

谢。下一阶段，希望双方深化产业

协作，推动昭通产业发展向标准化、

规模化、品牌化迈进，增强昭通企业

发展“造血”功能。推进产业园区共

建，借助松江企业集聚优势，引导相

关企业积极帮助培育和拓展产业

链。深化教育医疗协作，集中补短

板，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大消费帮扶力度，帮助提升昭通

企业产品的标准化水平，建立绿色

农产品规范有序进入上海市场的渠

道。加强干部人才交流培养，通过

松江干部和人才的传帮带，为昭通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联席会议

和交流互访机制，深入开展全方位、

多领域、多层次的协作，高质量推进

两地东西部协作各项工作。

受区委书记程向民委托，韦明

感谢昭通对松江援滇干部的关心和

爱护，祝贺昭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绩。他表示，松江与昭通

市昭阳区、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

的结对协作，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坚强意志，体现

了上海市与云南省深化协作的深厚

情谊，倍感荣幸，深知责任重大，也

将勇担使命。

本报讯（记者 韩

海峰） 10 月 22 日下

午，2021 年西双版纳

州·松江区第二次联

席会议暨松江区·勐

海县、松江区·勐腊县

第一次联席会议在景

洪市召开，再叙两地

协作情谊、共商乡村

振兴大计。西双版纳

州委副书记、州长刀

文，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唐海东、区政协主

席刘其龙，西双版纳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许

家福、州政协主席张

兴，区委副书记韦明

出席会议。

刀文表示，回顾

过去的五年，松江区

真金白银投入、真心

实意帮扶，两地扶贫

协作成绩斐然、成果

丰硕，西双版纳各族

群众将永远感恩铭记

松江区付出的艰辛努

力。着眼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双方要

政治站位再提高，乘

势而上、接续奋斗，全

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推进乡村建设

和乡村振兴。任务把

握再精准，共同谋划

好项目、实施好项目、

落实好项目，确保沪

滇协作各项目标任务

高质量、高效率完成。脱贫成果再巩固，保持

帮扶政策稳定、有效衔接，集中力量推动帮扶

协作工作转向乡村振兴。帮扶协作再深化，

形成产销对接、利益联结的长效机制。乡村

振兴再加速，深度挖掘乡村特色资源，促进农

民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工作体系再完

善，进一步完善产业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劳

务协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智力支援机制。相

信在两地携手深化协作下，一定能够实现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双赢互利。

受区委书记程向民委托，韦明感谢西双版

纳长期以来对东西部协作工作给予的大力支

持和对松江援滇干部的关心和爱护。他表示，

自2016年以来，松江与版纳在携手奋进中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也向西双版纳的人民群众交出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迈入“十四五”，两地协作

也进入了资源互补、共同发展、长期稳定的发

展新阶段。

□见习记者 李圆圆 文 姜辉辉 摄

稻谷飘香醉暮秋。蓝天白云下，一片金

黄的稻田里搭起一个舞台，田野阡陌间陈设

着一张张老式八仙桌，舞台正对面田园市集

上的展览品琳琅满目，当一首《我和我的祖

国》弦乐合奏响起后，以“诗意栖居 大美泖

田”为主题的 2021 年泖港镇第三届田园艺

术节随之拉开帷幕（见上图）。

10月22日上午，泖港镇第三届田园艺术

节的序幕拉开，这一场以城乡融合、全民参与

的形式传播乡村文化艺术的节庆活动，已成

为松江浦南用艺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

融合的又一样板。

一首《诗意栖居 大美泖田》的诗歌朗诵

描绘出了诗情画意的泖港田园画卷；一场生

动的情景剧《驻村指导员的“乡恋”》演绎出

了一群驻扎乡村挥洒青春与汗水的指导员

们与泖田的“乡恋”故事……活动现场还为

乡村人才公寓颁发了金钥匙，分享交流了一

批“乡村振兴、结对帮扶”实事项目，展现了

党建引领下乡村振兴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伴随着主舞台的歌舞表演，约 50 米长

的白鹭市集热闹非凡。扎染、竹编、刺绣鞋

垫等民间艺术品，各色各样的田园美食，新

潮精致的文创工艺，就连现磨咖啡也统统

“打包”搬进了田园展区，附近村民和游客们

纷纷表示开了眼界。

面向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握指成拳”拓展新路——

“五型经济”为松江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人民日报》头版关注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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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云南省昭通市
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召开

勇当对口协作“排头兵”
携手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区党政代表团赴西双版纳州考察调研

唯实唯干拼搏奋进
高质量推进东西部协作工作

艺术融入乡村梦 文化滋养沁心田
——泖港镇第三届田园艺术节演绎诗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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