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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农创路演中心”是
科创小镇搭建的品牌。陈强还
记得在2015年12月开启的国
内首场“农创”路演，上海农科
院的6位博士分别携功能性大
米、甜玉米、食用菌零食、立体
种养、发芽稻米食品、香菇工厂
化生产等农业科技成果进行展
示，活动吸引了上海和浙江的
上百位农业大户、家庭农场主、
合作社负责人和风投基金代表
参与和洽谈，当天现场有稻田
生态养殖技术、高钙大米技术、
稻米小龙虾立体种养等3个项
目实现落地。

如今，当步入科创小镇时，
陈强会系统介绍问题路演、项
目路演、产业链路演等不同的
路演形式。他特别提到了至今
开展过三次的产业链路演，这

是创业者、农户最有需求的。
因为陈强不止一次得知，一些
种植黄桃、葡萄的农户，到了丰
收季节只能打遍熟人电话：“兄
弟，能帮忙卖一些或买一些
吗？”

这让陈强感到，无论什么
农创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推动
销路，有适合的销售平台，产业
链路演恰好搭建了供需双方的
对接平台。

据悉，至今科创小镇陆续
举行了果蔬类专场、瓜类专
场、草莓专场、水产项目专场
等30场路演活动，成功对接项
目 40 个，成交金额超过 5000
万元。科创、农创、文创等创
业项目，在枫泾镇都在通过

“路演”平台打通全产业链资
源要素。

科创小镇也在不断发展，
在小镇一期2000平方米、160
个工位全部满员的情况下，垂
直孵化划分了六个村：一村和
二村定位为综合类产业；三村
为大学生创业基地；四村为工
业4.0；五村科洋科技和六村创
派BEES则是鼓励企业自主成
立众创空间。

能服务好创业者，为他们
搭建更多平台，让陈强很欣
慰。改革开放40年，小镇当自
强，陈强说他一直都在枫泾，从
未离开。

在与陈强聊到路演时，他
频繁提到另一个名词“长三角
路演中心”。

在科创建设方面，枫泾从
未停下脚步。今年年底，科创
小镇“升级版”——长三角路演

中心即将亮相，而在一年前，这
里还只是国营第七印染厂的破
旧厂房。

整座园区以“路演”为核心
IP，打造路演中心区、双创服务
区、资讯信息区、商务配套区四
大功能板块。其中最大的一个
路演厅，有4000多平方米，可
举办 3000 多人的大型路演活
动。启用后，将以路演为链环，
融合资本、技术、人才、交易、服
务、信息等创新创业的要素链，
突破长江三角洲地区行政与空
间的限制，打造一个长三角地
区跨地区、跨市场、跨要素的功
能性平台，让创业者向往、投资
者便利、交易便捷、商品能够展
示充分。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未来

趋势成势。长三角路演中心是
我们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创建的
一个创新创业要素供给侧与创
新创业要素需求侧相对接的服
务平台。我们既要分享长三角
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和红利，
更要提供所需要的节点服务和
功能服务。”枫泾镇党委书记张
斌说道。

其实，“长三角路演中心”
项目，是枫泾“产业更新”中的
代表性项目。除了“产业更新”
外，全镇范围内还启动了“古镇
更新”“社区更新”“乡村更新”
共四大更新。

张斌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枫泾这个特色小镇也将再
次迎来升级，通过四大更新，要
把枫泾建成一座令人向往的长
三角节点性小城镇。

长三角路演中心将成为枫泾下一个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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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金山枫泾转型打造“上海版”特色小镇

从金山农民画“发源地”到融入 长三角发展的“创新地”
标签2 科创特色小镇

“80后”参与科创小镇筹备 为创业者搭建路演平台
如果说如今对金山枫泾的印

象还停留在古镇、农民画，那只能
说明对枫泾的发展并不了解。

2016年10月，国家住建部、
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评选了全国
首批127个中国特色小镇，枫泾
镇是上海3个名列其中的特色小
镇之一。

而这样的转变，早在2010年
就开始了。那年，枫泾镇开始全
面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定位于探
索国际化大都市郊区的小城镇特
色发展之路，探索以行政区划为
单位，具有一定人口和经济规模
的建制镇的特色小城镇发展之
路。为此还制定了《关于金山区
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实施意见》，
并设立了枫泾特色小镇建设专项
资金，支持枫泾特色小镇建设。

如何区别于其他小镇，走出
一条自己的道路？在上海建设令
人向往的卓越全球城市和具有全
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背景
下，枫泾镇想到了走“众创+古镇”
的特色发展之路，利用上海大都
市科创资源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融合“科创、文创、农创”众创于一
体，为创业者搭建创新创业服务
平台。

这其中，上海临港·枫泾科创
小镇众创平台于 2015 年 6 月启
动，先后被评为首批上海市级众
创空间、第二批国家级众创空间，

入选科技部首批星创天地备案名
单。

“80后”陈强，这名土生土长
的枫泾人，参与筹备了科创小镇
的创建，并成为了科创小镇副总
经理。

翻开陈强的履历，能发现他
工作涉猎十分广。刚工作时在企
业当财务，而后加入了镇人才培
养计划，回到枫泾盛新村担任了
一年村主任助理，陈强的加入为
村里注入了一股青年力量。

随后，陈强又历经旅游公司
总经理助理、产业招商等工作后，
在2013年再次回到盛新村，进入
了村委会班子，负责农业等方面
的工作开展。

要说与创新创业的缘分，那
时陈强就在村里有了一片“创业
试验田”。原来村里有一块洼地，
40余亩，因为土地利用率很低，遇
上收成不好的年份，利润十分低
廉，到后来这片田无人肯种。

空着也不是一回事。陈强思来
想去，想引入虾稻共作技术，如果
可行便向农民推广。原本预计每
亩可产500斤大米和150-200斤
小龙虾，结果产量并未达到预期。

难道要再次亏损？陈强想起
了小时候钓青蛙、钓鱼的经历，脑
筋一转：“何不考虑钓小龙虾？”

他尝试推出小龙虾垂钓服
务，没想到异常火爆，最多的时候

有500余人在现场垂钓，路边私家
车停到500米开外。两名装配钓
饵的工作人员，一早8点半坐在矮
凳上，就再难以挪动，连吃饭都是
坐在矮凳上匆匆吃完继续为游客
服务。

陈强有空也会去现场维持秩
序，看到游客未将钓竿、塑料桶及
时归还，他就自己跑去取，一天结
束也要跑好几公里。钓小龙虾还
带动了村庄周边的餐饮业，朋友
都开玩笑说他是钓小龙虾业务的

“鼻祖”。
这样的经历，算是陈强初涉

创业圈，也为他2015年加入科创
小镇打下了基础。但见证着科创
小镇一步步建立的陈强，并非一
开始就顺风顺水。那时还在村委
会工作的他，脑海中根本没有众
创空间、孵化器等概念，也分不清
该设立哪些部门分管什么内容。

先组建的团队组团去了杭州
梦想小镇考察，众创空间、O2O服
务体系，路演、“苗圃+孵化器+加
速器”孵化链条，陈强接受了一个
个新概念。

枫泾镇也给科创小镇定了
位，要融合“科创、文创、农创”众
创于一体，为创业者搭建创新创
业服务平台。激发小镇创新创业
活力，把枫泾打造成上海创意的
后花园、创业的新乐园、创新的新
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