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产业升级与跨界合作
打造松江特色消费新亮点

——代表委员热议商旅文体展联动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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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思韵

教师为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

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工作。围绕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

教师队伍，区人大代表谈永康提出《学习于漪教育家精神，提

升新教师学科育人能力的建议》，通过学习于漪教育教学思

想，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书写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师答卷。

“中国现在有1800多万教师，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教育

家，但人人可以争当教育家。”谈永康说，他表示，松江区中小

学教师队伍整体优良，近年来，全市推进“五大新城”建设，松

江开办数所新校，引入多批教师。青年教师数量庞大，学历

水平高，适应能力强，但在专业发展、教书育人等领域仍存在

难点、短板，需以榜样引领，巩固树立学科育人理念。

教育工作者于漪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

2019年，于漪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成为基

础教育界获此殊荣的唯一代表。她曾多次来访松江，指

导各校办学，助力教师发展。对此，谈永康建议，以“人

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教学思想为突破口，汇总各方资源，

围绕于漪教育家精神，研制开发区级教师教育课程。

于漪教书育人，同时勤于笔耕，至今已发表500余篇文

章、37部专著、100余部合著及主编作品，丰富的述作佳著

也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研讨资

源。在此背景下，谈永康建议，推广建设“于漪书房”，考虑

配备《于漪全集》、于漪教育教学音像作品等教学资源，为青

年教师群体搭建日常学习平台。借助“于漪书房”建设，谈

永康鼓励各校组建于漪教育思想实践团队，定期组织征文、

朗诵会、教学评比、论文评审等系列活动。相关成果汇编成

册，可辐射于全区、全市，同时充实相关区级教师教育课程，

形成区域性学习教育家精神的工作特色。

□记者 刘芮孜

随着沪苏湖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松江作为上海

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其战略地位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沪苏湖高铁不仅连接了上海、苏州、湖州

等重要城市，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

一环。区政协委员郑涛认为，应借势沪苏湖高铁开

通，强化松江枢纽的战略支点功能，打造松江未来

发展的新增长极。

松江枢纽作为上海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已

初步形成了集铁路、轨道交通、公交、出租车等多种交

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然而，面对沪苏湖高

铁开通带来的新机遇，松江枢纽在一些方面仍存在产

业布局分散、城市界面老化等问题。其作为区域经济

中心、创新高地、文化旅游胜地的综合功能尚未充分

显现，周边产业缺乏与高铁经济相匹配的高端服务

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布局。

于松江而言，沪苏湖高铁开通不仅是一次交通基

础设施的升级，更是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城

市能级、增强区域辐射力的重要契机。对此，郑涛建

议，应加强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合作，推动区域交通

一体化、产业协同化和文化旅游合作，并围绕高铁经

济、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进行布局，形成特

色产业集群。同时，推进松江枢纽与沪苏湖高铁的无

缝对接，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实现交通方式之间的无

缝换乘，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交通

管理和服务水平。系统性优化和升级并非一蹴而就，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建立多方参

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措施的有效落地

和实施。

□记者 沈思韵

将“营商”变“赢商”，好环境才能拼出“软实力”。针对

营造“优上更优”的营商环境，区人大代表张建军提出《关于

松江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建议多措并举

深化企业服务工作，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新时代下，全区招商工作也要迭代升级，从单纯注

重招商引资，全面转向招商与服务并重。”张建军表示。

从事招商引资及企业服务工作30余年来，张建军亲历市

场的多个经济发展阶段，从交通及基础设施竞争、优惠

政策竞争，再至产业链招商竞争，新形势、新任务下，地

方招商引资工作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对此，张建军结合亲身实践，提出建议，突出以帮助

企业产业链对接、供应链对接为主的企业服务工作。各

街镇园区制定各自数字化产业图谱，根据产业图谱实施

大数据匹配，同时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为引领，链接

区内优质企业，举办相关企业产业对接活动，帮助企业

找上家、找下家、找资源、找资金，开拓营商“沃土”。

松江大学城体教资源丰富，是区域人才培养、推进科

技创新的重要平台。借助松江大学城的高校资源，张建军

建议，加快松江大学城科创源建设，深化产业集群企业与各

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开展相关产业链创新及人才培养工作，

推动松江大学城内师资力量、科研力量赋能全区科创型制

造企业，助力全区企业及新质生产力发展蓬勃向前。

围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张建军建议深化企业

智慧化监管工作，推进“云监码”智慧监管系统开发，加

快数据融合，并于全区范围推广使用。以“智慧+专业”

监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监管执法效率，打造安商、亲

商、稳商的营商环境。

□记者 杨舒涵

2024年是商旅文体展深入联动的元年。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探索建立商旅文体展联动发展

指标体系，串珠成链打造全域旅游线路，推动酒店、景

区、商圈、创意街区、农业片区多场景多业态消费联

动。“商旅文体展”怎么联、如何动？如何进一步创新

发展？是今年区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强化业态联动，以跨界融合培育新动能
去年以来，松江区在促进商旅文体展融合上持续

探索，创新推出一系列商旅文体展业态融合、特色鲜

明的联动消费场景和消费产品。重点打造上海之根

文化旅游节、佘山国际森林旅游节等“爆款”项目，持

续培育夜间消费、户外演艺、乡村旅游等新业态；长三

角民营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上海市民艺术大展等活动

联动酒店、景区等定制推出系列优惠折扣，将客流变

成消费流；100余家餐饮门店在“GO享松江美食节”

推出优惠套餐、开展汽车消费优惠赠送文旅大礼包活

动；开展“YOU 品松江 广富林商旅文体农金秋联

展”、第三届松江黄浦江大闸蟹品鉴推介会等，提升松

江优质地产农产品的知名度。

“推进商旅文体展联动，要重点打造有内核的目

的地消费。”刘勇委员提出，从载体方面，佘山旅游

度假区、广富林文化遗址、云间会堂这些文旅目的

地消费地要优化商业布局、丰富商业配套、解决停

车问题；从活动方面，要明确项目定位、目标客群，

打造或者引入标杆性、特色性的活动；从联动方面，

搭建商业体、文旅场景、特色商业街区间常态化的

对接机制，活动开展的谋划期就要考虑相互融合方

式，提前谋划、提前沟通。“区经委积极谋划，全年将

按照一年四季开展促消费活动，在跨年购物季、五

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金秋购物季等节

点，持续推出咖啡黄金周、松江优品联展、松江美食

节、啤酒节等活动。”刘勇表示。

“松江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潜力巨大，但挑战并

存。我认为以‘文旅+’为核心，构建商旅文体展产品

开发新业态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程旭委员提出，在

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好松江优质的人文资源，

打造模块化拳头产品和特色 IP，提升市场竞争力。

同时也应向改革要动力，创新体制机制，提升资源集

聚度，打造现代化松江新城文旅新体验。

深挖本土资源，扬优势提能级促转型
松江有着丰富的商业、文旅、农业资源，商旅文体

展联动发展，使得松江本土资源更加紧密地结合，进

一步促进资源整合、要素聚合，助力产业结构优化，为

城乡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发展机会。

“近年来，泖港镇聚焦‘浦南绿色发展实践区’定

位，将现代农旅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通过提升

项目建设、打造品牌活动、丰富农旅产品，融合一二三

产发展，推动商旅文体农展联动发展。”张爱琴委员介

绍，在擦亮文旅品牌方面，泖港镇已连续举办六届的

泖田艺术节，开辟“稻田+生态游”新业态，谱写“诗意

栖居、大美泖田”文旅 IP，“泖田问秋”健康跑活动、生

态林骑行项目、橙蓝“夏之森”绿野仙踪动物记等，持

续发挥“引客、聚客、留客”作用。在丰富农旅产品方

面，大力推介松江大米、本地蔬果等传统优势产品，积

极整合扎染、剪纸、盘扣、竹编等非遗文化资源，推进

“旅游+非遗”旅游产品开发，推出“泖田”系列咖啡、

汽水、冰激凌等产品，受到游客欢迎。

“石湖荡镇东夏村借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

以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为突破口，以保留保护村庄的开发

提升为抓手，将腾退宅基地资源和闲置资产盘活用于

‘浦江之首’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并由思尔腾茸城负责整

体开发和运营，确定了以松江大米三产融合为核心产

业、以浦江之首文旅提升及乡村大健康产业生态为辅的

产业布局。”陶力峰代表表示，当前，作为“浦江之首”景

区配套打造“沈家浜·荡里有米产业社区”运营成果显

著，“夏字圩·浦江之首FAN乡健康社区”也正在建设

中，目标打造地域特色有IP、吃喝玩乐有去处、创新创业

有配套、村民融合有方法的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浦

江之首1800亩·生态人文乡旅融合社区”。

“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为商旅文体

展联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可以提升区域吸引力

和竞争力。”张爱琴委员建议，在规划引领方面，将乡

村旅游项目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十

五五”规划中予以重视；在交通配套方面，进一步发挥

上海松江站枢纽作用，加强公共交通对浦南地区特别

是旅游重点点位的辐射，提升乡村文旅设施配套。

形成宣传合力，变“流量”为“留量”
对于商旅文体展联动的进一步提升，不仅需要各

个产业的核心要素相互渗透，还需要良好的信息整合

和宣传渠道，让消费者知道可以去哪里玩、有什么可

以做，确保每一场活动的资讯都能够及时、准确地触

达目标受众。

“去年，区文旅局联合区融媒体中心，深耕‘上海

松江’‘乐游上海’等宣传阵地，策划每周活动预告，持

续加强商旅文体展各类主题宣传，为融合联动造势。

此外，还加强央级市级媒体宣传报道，央视对松江顾

绣、江南丝竹等非遗项目以及《繁花》取景地上海影视

乐园进行重点报道；上海之根文化旅游节期间，上观

新闻、东方广播、上海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均有关注报

道。”李霞委员建议，应继续加强宣传推介，打通官方

媒体宣传渠道，撬动新媒体平台和自媒体流量，培育

商旅文体展融合联动的消费新热点。

“可以用好户外广告阵地展示松江文旅形象，比

如，去年我们先后于轨交 9号线世纪大道站点、户外

高速大屏、广播电视、13家互联网App开屏页、微信

朋友圈等平台、阵地进行投放、预热和造势，累计覆盖

近1000万人次。这样的宣传方式不仅有利于对潜在

消费者进行传播，也有利于全面展现城市风采。”李霞

委员还提出，可以围绕不同的活动场景，创新宣传渠

道，精准对接老年人、小孩、大学生、亲子家庭、外来游

客观众等消费群体，进一步完善相关业态的融合。

□记者 王梅

今年9月，松江区浦南地区的泖港、新浜、石湖荡

三镇的初中学生将集中至位于石湖荡镇的李塔汇学

校就读，可区域内可供学生乘坐的公共交通并不充

足。为此，区人大代表沈建红建议，根据实际情况新

增公交线路，方便学生上下学。

据悉，泖港、新浜、石湖荡三镇有泖港学校、五厍

学校、新浜学校、古松学校以及李塔汇学校 5 所学

校，各校初中部现有学生数为：泖港学校 240 人，五

厍学校 188人，新浜学校 350人，古松学校 300人，李

塔汇学校 440人。去年 9月，浦南五校教学联合体成

立后，五校九年级共 225名学生，已先行集中至李塔

汇学校学习。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区教育局协同区

交通委等相关单位，开通了 2辆定点班车，在新浜学

校、五厍学校、李塔汇学校设站接送学生往返。泖

港学校、古松学校的学生则依靠原先设置的常规公

交线路上下学。

待今年 9月开学后，出行学生人数势必增加，公

交线路覆盖不全、班次不足、车辆拥挤等问题，将给学

生上下学带来较大困难，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因

此，沈建红建议相关部门，尽早规划新增连接李塔汇

与五厍、新浜的直达公交线路，科学设计公交线路走

向及站点，确保学校周边交通畅通。此外，也可考虑

在上下学高峰时段，适当增加李塔汇学校与相关镇之

间的公交班次，加强调度管理，满足学生上下学乘车

需求。

强化松江枢纽战略支点功能 塑造松江未来发展新增长极

新增公交线路 方便学生上下学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访区人大代表张建军

弘扬榜样教学理念
铸就新师育人思想
——访区人大代表谈永康

区两会期间，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

一堂，履职尽责，献计献策，共商发展大计，共谋民生福祉，共谱

松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记者 蔡斌 姜辉辉 摄

【关键数字】4家

【报告摘要】《关于上海市松江区2024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中指出：2024年松江区4家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及企业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解读】过去一年，松江区持续集聚战略科技新力量。

依托市、区特色产业园区等载体，加速创新链与产业链融

合，助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2家生物医药概念验证中心挂

牌成立。启迪漕河泾智能制造孵化器在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考评中获得优秀，3家创新创业载体获评市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区级以上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达13家。启动松

江大学城科创源规划建设，先期推进46项地校合作项目。

在此基础上，4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获国家科学技

术奖。22个项目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市级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认定数量居全市前列。 记者 李谆谆 整理

4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及企业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