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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据解放日报 上海市中心最大的
免费公园——世纪公园正加速破墙
透绿。记者近日获悉，最快今年“五
一”前，整个世纪公园超过130万平方
米的游园区域将与街区无界融合，市
民游客届时可在公园和街区间畅行
无阻，尽享“城市绿肺”之美。

试行24小时开园
记者在世纪公园1号门处看到，

大门一侧的改造工程已初步告一段
落。紧邻锦绣路跑步道的停车场整饬
一新，青翠欲滴的草坪与一片开出粉
色繁花的阳光樱林带相连，从跑步道
上看过去满眼清新春意。

园方工作人员曹利名告诉记者，
原本，这里的跑步道与停车场之间有一
道隔离矮墙，停车场与公园之间还有一
道围栏相隔。接连拆除两道屏障后，公
园与街区相接的区域变得十分敞亮，停
车场、绿化景观也全部进行了升级，这
处停车场被命名为“春花”主题区。

据悉，停车场全部改造完成后将

为公园增加近70个停车位。值得一
提的是，一路之隔就是上海图书馆东
馆，阅读爱好者将可便捷地与开放的
世纪公园近距离接触。

沿锦绣路继续往前，2 号门和 3
号门附近醒目的黄色围栏和施工牌
显示出这些区域的改造仍在进行
中。除了拆除围墙，这些区域还涉及
一处停车场和两个广场的改造。与
前面的“春花”停车场呼应，3号门附
近的停车场主题为“秋色”。“秋色”停
车场靠近公园一侧的林带将以秋季
变色的林木为主。3号门停车场附近
一处施工铭牌上的信息显示，这一区
域的竣工日期为今年4月20日。

去年9月，世纪公园先期拆除了
公园靠近芳甸路一侧千余米的围墙，
令占地面积 21.5 万平方米的芳花园
与街区无界相接。

此次公园街区融合二期工程涉及
锦绣路、芳甸路、花木路路段共计1800
余米的围墙拆除，并对4.3万平方米涉
及区域的景观进行整体提升。二期工

程全部完成后，超过130万平方米的
游园区域将对市民游客全面开放，并
试行24小时开园。届时，世纪公园将
成为上海内环线内开放面积最大的公
园绿地，实现全方位的街区共享。

与街区融合共享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城市休憩、

疗愈身心需求的增长，公园绿地和公
共空间的开放已成为一种趋势，在上
海，中山公园、和平公园、复兴公园等
均已全面破墙开放。

对世纪公园而言，免费开放只是
初始一步，与街区的融合共享更应是
初心所在。早在1996年世纪公园破
土动工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村宅
和乡镇企业用地。公园的建设，采纳
的是英国LUC公司对中央公园的设
计概念，对标的正是闻名世界的美国
纽约中央公园模式。从免票入园、夜
公园开放，再到破墙透绿、与街区无
界融合共享，世纪公园也在不断地成
长和变化。 ■李宝花

据解放日报 在日前举行的2024
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上，围绕基
金、授信、成本、空间等投资者最为关
心的招商要素，上海市经济信息化
委、市委金融办、市规划资源局、市国
资委联合发布2024“投资上海”政策
包。同时，大会还发布了 10 个细分
赛道投资机遇清单。

2024“投资上海”政策包涵盖四
方面——

聚焦产业基金，围绕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市国
资委推动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产
业投资母基金，以发挥“投早投小”、产
业投资、并购整合、补链强链功能；

聚焦金融信贷，市委金融办联合工
商银行等10家银行，对重点产业链及细
分赛道招商引资投融资授信2万亿元；

聚焦工业降本增效，上海通过多
项举措，预计未来两年可为工业企业
降低1000亿元运营成本。这些举措
包括：研究对大工业用户试行重大节
日深谷电价、取消对化工园区等大工
业企业执行天然气上浮5%的定价、引
导大型国有工业园区制定结构性减租
政策、明确战略预留区内规上工业企
业“零增地技改”项目的审核时限等；

聚焦空间载体，今年上海支持新
增建设 1000 万平方米“智造空间”。
据悉，自去年上海发布《关于推动“工
业上楼”打造“智造空间”的若干措
施》以来，上海已新增“智造空间”超
1000万平方米，其中三大先导产业项
目占比70%，优质项目亩产效益高达
1830 万元/亩，真正实现了“寸土”产

“寸金”。

今年以来，上海瞄准14个重点产
业链32个细分赛道，按照“一链一方
案”制订相关招商方案。大会上，宽禁
带半导体、人形机器人等10个细分赛
道投资机遇清单发布，成为可考虑“闭
眼入”的极简版投资上海指南。

一是大模型。上海集聚了全国最
多的智能芯片创新企业，已相继发布
近百个基础大模型和行业垂类大模
型，拥有大规模智算集群、大模型测试
验证中心和40余家投融资机构，可全
力支撑大模型训练、测评和投融资。

二是人形机器人。上海傅利叶、智
元机器人等多家企业已发布人形机器
人。以“应用牵引、场景驱动”为导向，
上海正持续推进机器人本体、具身智能
大模型等技术攻关，电驱动关节、灵巧
手等关键零部件正加速突破，有望在三
年内实现1000台规模化应用示范。

三是元宇宙。上海是国内一流
的元宇宙产业创新高地，已开放100
个以上市级重大应用场景，已建设5
家以上行业公共服务平台，以徐汇

“元创未来”、浦东“张江数链”两个元
宇宙产业创新园为核心载体，正引育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快布局。

四是宽禁带半导体。作为全球
第三代、第四代宽禁带半导体产业高
地，上海围绕SiC（碳化硅）、GaN（氮
化镓）等领域，形成了从衬底材料、器
件设计到工艺制造、模组应用的产业
链集聚发展格局。以临港新片区为
主阵地，上海正打造宽禁带半导体产
业基地，并将在首轮流片、EDA（电子
设计自动化）应用、车规级认证、投融
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五是生物制造。上海聚焦生物
基催化剂开发、单体制备、材料聚合、
产品应用等环节，以浦东“一核”、宝
山和金山“两翼”为重心，重点支持相
关企业技术攻关和高能级生物铸造
厂建设，重大项目最高支持1亿元。

六是大飞机。C919大飞机的批量
化生产，推动着上海向世界级民用航空
产业集群迈进。聚焦大飞机的结构大
部段和复合材料、机载系统、发动机、制
造装备等重点环节，上海力争到2026
年新增700亿元以上投资，吸引集聚约
150家供应商，产业规模达800亿元。

七是大型邮轮。去年，首艘国产
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实现商业运
营，助力上海成为亚太邮轮经济中
心。上海积极发展“枢纽港+总部
港+制造港”模式，力争形成400亿元
以上的邮轮产业规模。

八是商业航天。作为国家民用
航天基地，上海一直肩负着国家重大
航天战略使命，正承担千帆星座和智
慧天网星座项目，并加快形成从火
箭、卫星、地面站到终端的产业链，到
2025年力争实现2000亿元的空间信
息产业规模。

九是新材料。上海重点聚焦纤
维、膜、电子化学品、超导、复合材料、
特种合金等细分领域，力争到2027年
推动新材料产值跃上3500亿元台阶。

十是氢能。上海是氢能产业发
展和应用示范最为前沿和集聚的城
市，正加快构建制氢、储氢、运氢、用
氢的全产业链体系，推动氢能在交
通、工业、能源领域应用场景的加速
落地。 ■李晔

锚定新质生产力，十大重点产业链细分赛道上海投资机遇“说明书”发布

三大先导产业设千亿元投资母基金

据解放日报 你知道上海有多少
种昆虫吗？“遇见动物：2024 我的自
然百宝箱”活动日前在上海自然博
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启动，邀请
市民参与“上海昆虫家谱”“上海蝴
蝶监测”“动物路杀调查”等3个公众
科学项目。

“我的自然百宝箱”由上海自然
博物馆面向全龄段公众发起，作为这
个系列活动的子品牌，“上海昆虫家
谱”公众科学项目邀请广大市民以

“听见万物”微信小程序为载体，采

集、记录、上传城市昆虫分布信息，为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宝贵的科
学研究数据。

据介绍，上海中心城区绿地面积
相对狭小、分散，昆虫主要集中在小
区绿化和社区花园，以及浦东滨江大
道、大宁广场绿地等公共绿色空间。
相比之下，浦东新区和城市郊区是昆
虫记录的密集区，可分为 4 种类型：
一是大型公园，如奉贤海湾森林公
园、浦江郊野公园和世纪公园等；二
是中环和外环的园林绿带，如外环顾

村公园林带等；三是青浦练塘、松江
浦南、崇明和嘉定等地区的农田和林
地；四是佘山、天马山周围郊野和嘉
定浏岛等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今年，“上海昆虫家谱”主办方希
望更多市民参与，体验一下当“公民
科学家”的乐趣。这个项目的调查方
法有 2 种：一是市民随机记录，通过

“听见万物”微信小程序上传数据；二
是组织市民集中调查，主办方将按不
同行政区进行分组，每月举办一次集
体调查活动。 ■俞陶然

“上海昆虫家谱”邀您参与调查

加速破墙透绿，世纪公园力争“五一”前全面开放

游园区域将与街区无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