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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人才智力
谋得“新优势”

长三角的城市与城市之间，正进行
着新一轮的竞合。其核心竞争力，在人
才智力。

6 月 5 日 ，“ 创 客 城 市 ”·伙 伴
Plan——“青春之城”上虞走进长三角重
点城市杭州，向全球发布“创客招募令”，
邀请天下创客成为“青春之城”的“最强
合伙人”“最燃追梦人”“最佳代言人”。

目前，上虞正全力打造创业最便利、
创新最友好的“创客城市”，大力建设场
地租金“零费用”、注册登记“零跑腿”、水
电成本“零支出”、培训交流“零距离”的

“零创湾”试点，量身定制租金减免、专项
补助、融资贷款等“创业无忧”十条特色
政策，深化“创业一件事”集成改革，开设
创客专窗服务，努力让上虞成为年轻人
创新创业的“首选之地”，全省人才生态

最优区。
打造“创客城市”，是上虞建设“青春

之城”的题中之义，核心是推动人、产业、
城市的年轻化青春化，主平台是“一江两
岸三城多片区”，主载体是实施青春产业
等“六大工程”，这是全面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县实
践版、上虞特色版。以“青春之城”建设
为契机，上虞力争在人才引进、人口集
聚、“三位一体”创新驱动、新兴和未来产
业发展上塑造新优势，着力破解制约高
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在新一
轮的区域竞争中谋得优势。

上虞区委主要负责人强调，为推动
“青春之城”建设主战略落地，必须做深
做实“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这篇大
文章，全方位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同时，做优做强“一江两
岸三城多片区”开放主平台，全面提升开
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统筹内源发
展与对外开放，以大开放抢抓大机遇大
风口，续写开放图强的新辉煌。

上海和上虞，地缘相近、人文相亲、
产业相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
纪80年代，上海“星期日工程师”引领上
虞乡镇企业发展壮大。近年来，按照“一
个支柱产业对接一所知名大学”的思路，

上虞和上海的产学研合作越来越密切。
如“上海·上虞周”系列活动的举办，就是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上海全方位、多领域、
深层次对接合作，统筹推进全方位战略
协同，把上虞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上虞将
进一步高质量举办长三角“上虞周”系列
活动，强化与上海普陀、杭州余杭、宁波
慈溪等沪杭甬重点城市合作，加强科创
产业跨区域协同、公共服务跨区域共享，
今年计划招引长三角地区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开展科研人才合作项目 60 个，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不断扩大“朋友
圈”、拓展“合作圈”、延伸“产业圈”。

产业协同创新
提升“向新力”

小县域融入长三角，从单打独斗到
携手共进，其“消失的边界”在产业协同
创新上精彩上演。

今年 1 月，在复旦曹娥江创新中心
的邀请下，多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
授带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来到上虞路
演。正是通过这次路演活动，浙江峻山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锋与复旦大
学药学院陈刚教授建立起联系，深入对
接体外诊断微流控芯片项目。

“项目比较成熟，将来投入市场后，
在临床诊断、生物医学研究、环境监测和
食品药品分析等领域都能发挥作用。”张
锋说，微流控是一门相对较为新兴的学
科，目前市面上性能稳定、可靠的设备不
多，他十分看好项目前景。

“作为政府、高校、企业之间的桥
梁，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加速科技成果

‘落地生根’，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复
旦曹娥江创新中心产学研合作部负责
人唐永介绍，创新中心围绕上虞生物医
药产业功能区发展需求，加速争取汇聚
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高水平的科研团
队，为上虞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支撑，助
推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产品向精细化、
高端化发展。

一条产业的“长三角”，是优势互补、
产业协同迸发出的创新生产力。产业协
同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上虞区扬己之
长全面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主动对
接融入长三角产业生态圈，大力培育发
展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和半导
体、新能源“3+2”产业，在全面融入长三
角产业链群中巩固提升上虞的产业竞争
力。如上虞以未来城为基地，加快建设

曹娥江生命健康谷，创建精准医学未来
产业先导区，导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
一流合作伙伴资源，加速推动精准医学
产业深度创新及成果转化。

“积‘势’成力，我们全面深化产业链
上下游协作、大平台配套协作，全面导入
一系列优质项目、优质资本和优质人才，
打开产业生长新空间。”上虞区发改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上虞区深化平台
合作全链招引大项目好项目，共引进上
海、南京、杭州方向的投资项目37个，成
功引育雅本化学、瑞亨电子、蓝能氢能等
一大批产业链优势企业，其中中化蓝天、
晖石药业等 17 个项目投资达 10 亿元以
上。

上虞还深化政企校协同共建科创平
台，嫁接大院名校导入高端要素资源，全
区共有 3 所应用型大学、12 家大学研究
院，成功导入了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等一大批研究院和高端人才，给上虞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
为建设“青春之城”打下了坚实基础。

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在长三
角的汪洋中畅游，上虞不断迸发“小宇
宙”能量，创新动能不断增强、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再上台阶。

流动创造价值
织大“幸福圈”

“流动创造价值”，长三角一体化为
城市带来无限的发展机遇与未来，上虞
全域全方位推动交流交往交融，打开更
多的生长空间。

作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先行
区、后花园，上虞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曹
娥江“一江两岸”、覆卮山景区、中华孝德

园、二都杨梅生态园、野藤葡
萄园等成为长三角地区市
民 周 边 游 的 休 闲 打 卡
地。近年来，上虞区
积极走区域品牌化、
质量标准化、地理标
识化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深入挖掘丰富
的文化资源和生态资
源，精准施策，“零距
离”对接市场，整合“四
季仙果”、各色小吃、非遗、
文创等十大类100个品种，打
造“上虞尚品”区域公用品
牌，全面进军长三角市场，共
享乡村振兴结出的累累硕果。

聚焦民生期盼，是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上
虞积极对接公共服务，让生活“同城化”

“品质化”，一个个发生在群众身边看得
见、摸得着的改变，描画长三角“幸福
圈”。

上虞在全国率先试点长三角城市群
流动人口居住证“跨省互通互认”，用一

张电子居住证，嵌入育儿、教
育、就业等六大场景，整

合优化 11 个部门 50 余
项增值服务，为新市
民提供居住、医疗、
创业、子女就学等同
城化一站式增值服
务。

通过改革创新，
上虞已为 12.3 万名新

居民提供居住证等互认
服务，形成云帮办、上门

办等 15 分钟办事圈，大大提
升了新居民的归属感。2023
年以来，上虞的新居民增加

6.2万人，吸引青年大学生2.1万人，引进
技能人才7775人，其中长三角地区人才
同比增长 33%，综合创新指数、人才竞
争力指数均居全省前列。

这些天，作为上虞区近年来单体投
入最大的民生工程，投资30亿元的浙大
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项目已进入投运前
的关键冲刺期。院区占地 250 亩、建筑
面积38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000张，致
力打造一所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覆盖
生命全周期的综合性生命健康中心。

“乘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上虞全
力融进去，通过与杭州、上海等地医疗机
构对接合作，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让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
医疗服务。”绍兴市医疗保障局上虞分局
相关负责人说。

一体化和高质量意味着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更大格局。上虞积极融入长
三角，正以越来越多的动作，在医疗、科
研、人才、教育、文旅等方面互联互通，从

“一体化”迈向“同城化”。可以想见，随
着“融圈进群”的持续深入，作为长三角
城市群一角的上虞，“幸福圈”必将越来
越广、越来越立体。

（本版图片由绍兴市上虞区委宣传部提供）中华孝德园景区文创风情街上虞区“创客城市”推介

“上海·上虞周”系列活动

上虞尚品

上上虞虞融圈进群融圈进群 筑梦长三角筑梦长三角 青春向未来青春向未来
孙 良 倪贤方 叶圣一

““一体化一体化””土壤孕育长三角无限未来土壤孕育长三角无限未来。。

绍兴上虞绍兴上虞，，地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核心区域地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核心区域，，位于杭州和宁波的几何中心位于杭州和宁波的几何中心、、杭州湾大湾区的杭州湾大湾区的““金南翼金南翼”，”，与上海隔湾相望与上海隔湾相望。。这里产业基础雄厚这里产业基础雄厚、、资源禀赋优资源禀赋优

越越、、人文底蕴深厚人文底蕴深厚、、创新动能强劲创新动能强劲。。

当前当前，，上虞正围绕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上虞正围绕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全面建设““青春之城青春之城”，”，加快人加快人、、产产、、城城““融圈进群融圈进群”。”。融入长三角融入长三角，，对上虞来说是战略要求对上虞来说是战略要求，，是历史选择是历史选择，，

更是经济转型更是经济转型、、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的重大机遇城市发展的重大机遇。。

““我们坚持我们坚持‘‘得年轻人得天下得年轻人得天下’，’，全面建设朝气蓬勃全面建设朝气蓬勃、、近悦远来的近悦远来的‘‘青春之城青春之城’；’；坚持坚持‘‘产业协同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产业协同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扬上虞之所长扬上虞之所长、、全面接轨大上海融入长全面接轨大上海融入长

三角三角；；坚持坚持‘‘流动创造价值流动创造价值’，’，全域全方位推动交流交往交融全域全方位推动交流交往交融，，努力共同谱写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努力共同谱写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上虞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上虞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上虞区“一江两岸”

“跨省互通互认”居住证

曹娥江临床实验服务中心正式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