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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花博会明年3月投入试运行，5月21日正式开幕

铺生态底色 建宜居家园
崇明区打造世界级生态岛

花博会计划今年底完成花博场馆、绿化景观、东平小镇、

交通、旅游等配套建设，明年3月投入试运行，5月21日正式开

幕。市政府新闻办昨日举行第十四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系列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崇明区委书记李政透露了这一

消息。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
吴晓华表示，临港新片区针对

“7+5+4”产业制定了一系列配套
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
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
企业，落实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
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政策；正加快建设东方芯港、生
命蓝湾、大飞机园等特色产业园
区，拥有足够的承载空间、丰富
的园区开发经验、良好的产业发
展基础。

同时，新片区着力增强海内
外人才集聚能力，一年来配套出
台各类人才政策22项，在全国率

先突破外籍人才5年居留许可、
一次性2年工作许可等政策；在
全市突破实施缩短“居转户”年
限，并在未来三年每年新增300-
400万平方住宅量，保障落地人才
安居。特别是新片区专业化的服
务能力和服务意识，为企业和个
人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

花博会明年3月投入试运行
花博会是目前最受关注的

焦点。坚持生态办博、创新办
博、勤俭办博，以“花开中国梦”
为主题，崇明正在全力筹办2021
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李政介绍说，当前各项花博
筹备正在全力以赴奋勇攻坚，计
划今年底完成花博场馆、绿化景
观、东平小镇、交通、旅游等配套
建设，明年3月投入试运行，3月
24日举办上海地方花卉展，5月
21 日正式开幕，迎接各方宾客
观展。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筹备组
办公室主任陈群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透露了更详细的进程。项
目建设方面，目前北园复兴馆、
世纪馆、竹藤馆整体进度已分别
累计完成约69%、60%、45%，临时
场馆累计完成约55%，水系完成
约90%，南园建设总体完成60%。

市政配套设施已完成园区
周边港东公路、东瑞路、风瀛路
等的建设。建设项目总体推进
顺利，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完
工。

招展布展取得重大进展。
各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全部参

展，实现了大团圆；室外展园还
包括企业冠名园、知名花卉企业
园、著名设计师园、国际友城园、
市民花园和蔬菜园等，总数将达
到110个左右，是展园数量最多
的一届花博会；目前，已有32家
完成场地移交并入场施工布展。

以花为媒，崇明的生态也是
最大财富。崇明素有“长江门
户、东海瀛洲”美称，也是著名的
生态岛。生态岛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滚动实施，生态基础设施等
9大专项和33个重点项目投资约
660亿元。每年安排约100个重
大生态项目。

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崇明旅游的吸引点和看

点，我认为最大的吸引点和看点
应该就是生态。”缪京表示，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崇明最宝贵的资
源，也是崇明旅游最鲜亮的底色
和最显著的标志。近年来，崇明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
旅游资源，全力推进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将崇明三岛
着力打造成为“大花园”“大公
园”“大乐园”。

打 造 缤 纷 多 彩 的“ 大 花
园”。通过“以花为媒”，建设一

批国际先进的现代花卉产业项
目，推进花卉产业与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设计观赏、体验、购物等
精品旅游线路，推出万亩油菜
花、千亩向日葵、百亩粉黛子、连
片郁金香等网红景点，把整个崇
明岛打造成一个“大花园”。

打 造 功 能 齐 全 的“ 大 公
园”。实施全域旅游交通集散、
综合服务、导览讲解、智慧管理
等十大系统工程。

打 造 舒 适 便 捷 的“ 大 乐
园”。围绕“吃、住、行、游、购、
娱”等要素，全面提升旅游服务
能级。

《临港新片区创新型产业规划》发布

“临港速度”在体系保障下再提速
记者从昨日下午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临港新片区将构建“7+5+4”为重点的世界
级、开放型、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园区方面突出特
色定位、功能、政策、服务。此外，作为上海2035规
划中唯一一个在中心城区外的城市副中心，临港新
片区将进一步以配套优势吸引企业和人才。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市经济信息化委总工程师
刘平表示，临港新片区依托新片
区制度创新优势，立足增强全球
资源配置功能，构建“7+5+4”为
重点的世界级、开放型、现代化
产业体系。构筑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七大”前沿产业集群。聚
焦产业链核心环节和价值链高
端地位，以重点“布局”带动“全
局”，集聚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智能新
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绿色

再制造等前沿产业，促进产业基
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打造
创新发展的“点火器”。

构筑具有全球辐射力的“五
大”现代服务产业集群。以强化全
球资源配置功能为导向，重点发
展以新型国际贸易、跨境金融服
务、现代航运服务、信息服务、专
业服务为代表的高能级服务业，
提升上海在全球贸易、金融、航运、
创新网络中的节点功能和辐射能
力，打造辐射全球的“服务器”。

市经济信息化委总工程师
刘平表示，临港新片区的3个特
色园区分别是“东方芯港”“生命
蓝湾”“大飞机园”。此外，“信息
飞鱼”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岛，也
正作为特色产业园区储备培育
中。这些产业园区总体上，突出
了四方面“特”。

一是突出特色定位。通过
量身定制产业规划、聚焦细分产
业领域、瞄准关键核心环节，培
育特色产业链条，每个园区都拥
有“独树一帜”的“特色招牌”。

二是突出特色功能。例如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主分区创
新制度，将有利于降低研发设备
进口成本、提升技术研发效率、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三是突出特色政策。新片

区制定出台了“1+4+X”产业政
策体系，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探
索跨境数据流通国际合作机制。

四是突出特色服务。一方
面，各特色产业园区针对项目招
商、开工、建设、竣工、投产的全
流程，将建立全过程、全天候、全
方位服务机制，让特色产业园区
成为新片区营商环境的“第一
窗口”。另一方面，对于重大产
业项目，市产业主管部门、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将建立联合推进
机制，组建“工作专班”，以最
优业务流程服务产业项目落地
实施。

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
吴晓华表示，在上海 2035 规划
中，新片区的定位是城市副中
心，是唯一一个在中心城区外的
城市副中心。在全力推进创新
型产业体系建设方面，上海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如何打造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高地？首先，聚焦重
大项目高效落地，便利化程度进
一步提升。抓住重大项目这一

“牛鼻子”，率先推出“联审平台”

“全领域综合验收”“容缺受理”
等改革试点，为重大项目落地提
供预定制、全方位服务保障，创
造了“特斯拉项目300天投产”的

“临港速度”。一年来新增重大
项目投资160个，总投资近4000
亿元。

其次，聚焦诉讼仲裁调解一
体化，法治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围绕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最高
院、上海高院、市司法局等陆续

发布了司法服务保障临港新片
区的工作意见。出台新片区促
进法律服务业发展若干政策，组
建法律服务中心，探索建立诉讼
仲裁调整一站式争议解决中
心。率先启动临港新片区知识
产权协同保护工作，揭牌成立上
海市检察机关临港新片区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此外，聚焦“5自
由1便捷”制度创新，国际化程度
进一步提升。

依托制度创新优势 构建“7+5+4”产业体系

突出四方面特色 探索跨境数据流通合作

为重大项目落地 提供预定制、全方位服务保障

优化服务能力意识 配套优势吸引企业和人才

新片区专业化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将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 临港管委会供图

花博会园区规划示意图花博会园区规划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