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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是为城市蝶变添砖
加瓦的主力军，上海建工园林集
团青年发挥专业领跑优势，上演
着青春和城市融合互促的生动
实践，谱写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
的“协奏曲”。一支支青年突击
队迎难而上、奋勇争先，在进博
会项目，突击队队员们专业攻
关，保障一年一度盛会如期开
幕；在崇明花博会上海园项目，
队员们用心用情做好志愿服务，
让志愿之花为花博会添彩；在上
海展览中心项目，队员们上下同
心、奋战一线，面对棘手技术难
题，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为上海
城市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构建“一江、一河、一带”的

生态网络是上海优化主城区蓝
绿空间的重要目标。从工业锈
带到生活秀带，园林集团全力投
入一江一河贯通工程建设中，在
黄浦江滨江和苏州河沿岸的各
个关键节点，都能看到园林青年
们奋战其中的青春身影。

上海的生态之城建设，最具
特色的就是贯彻“人民城市”理
念，更新、开放和共享是最大的亮
点。作为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
排名榜首的行业排头兵，园林集
团积极服务上海城市更新。近年
来先后服务和建设了上海迪士尼
乐园、世博文化公园（北区）、国家
会展中心，中共一大纪念馆、崇明
花博会上海园、桃浦中央绿地、和

平公园、鲁迅公园、上海展览中心
景观提升等一系列生态空间更
新、建设和开放工程。

未来，上海的生态之城将充
分结合市民服务需求，实现差异
化“公园+”建设导引策略，努力
打造生命栖息地、生态游憩地、
生活健身地复合发展的公园体
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园
林集团将全力以赴，更好地发挥

“园林景观+环境工程”双主业与
全产业链优势，鼓励广大上海建
工园林集团青年以奋斗之姿积
极融入生态之城建设，在参与规
划、设计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中，绘就青
春最靓丽的底色。

全市科技企业蓬勃发展
自2月启动报名以来，今年

大赛吸引了全市各领域科技企
业6552家报名参赛。经过评选
后，将选拔出一批优秀的科技企
业代表上海逐鹿国内比赛。

“如何服务好中小微科技企
业，打造全球科技型初创企业最
佳首选地，一直是我们在思考和
谋划推进的重点。”市科委副主
任陆敏表示。

2012 年，在科技部的指导
下，上海率先举办“‘创·在上海’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至今已有
十一载，科创之火，生生不息。
陆敏透露了一组数据，过去11
届大赛，参赛数量屡创新高，近7
年报名数持续超过6000家，累计
参赛企业数达6.85万家，860余
家企业在全国赛中获得优秀奖。

在这过程中，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近五年参赛企业专
利总数约11.6万件，用约10亿元
市级财政支持撬动了企业790亿
研发投入。一批“硬科技”企业从
大赛中强起来，94家企业上市，其
中40家登陆科创板，占全市科创
板上市企业总数的51%。

大赛也孕育出了多批双创
英才。陆敏表示，海外归国创
业、青年创业以及高学历、高水
平、高专业度的“三高”人才在创
新创业浪潮中集聚。近五年来，
参赛企业核心团队1.6万人海外
归来，遍及17个国家，硕博学历
占比达39%；40岁以下青年创业
者占比约50%，直接从事研发人
员45.6万人。

陆敏表示，如今全市科技企业
蓬勃发展，2022年新增科技企业
10.7万户，占全市新设企业数的

28.9%，日均新增294家科技企业。

让“硬科技”企业站稳“C位”
科技企业是大赛无可争议

的主角。每年大赛都会通过“赛
马场上选骏马”机制，一批又一
批优秀科技企业崭露头角，获得
创业大赛优秀企业还有机会被
推荐登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
舞台，与全国的科创企业“同台
竞技”。本次活动邀请了十余家
获得国赛优秀的企业进行现场
主题分享和圆桌讨论。

信念医药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作为2022年大赛获奖生物
医药企业，晋级全国50强，并荣
获全国总决赛二等奖。这是一
家立足全球的创新生物医药企
业，主要为基因缺陷遗传病、神
经退行性疾病、年龄相关的退行
性疾病如血液病、帕金森病以及
癌症等一些重大恶性疾病提供
安全有效的创新性基因疗法，目
前已成功研发了数10种相关核
心关键技术，拥有几十项发展专
利，去年12月，已为合作伙伴成
功完成了第一批临床级别的药
物生产，今年将投入到临床试验
当中。

从 2018 年在上海创业，这
家“独角兽”企业已在闵行以及
临港分别建有7000平方米的研
发和办公中心、17000平方米的
生产制造中心。“我们目前正在
奉贤南桥建立9万平方米的基因
治疗产业园。”其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郑静表示，从最初两
位创始人，到现在成为拥有350
人的大团队，4年的迅速发展离
不开上海在政策、人才、资金以
及整个创业微环境上的扶持，

“这是创业者的一片沃土。”她告

诉记者，正如“创·在上海”大赛
这样的平台，为企业多个产品项
目的临床推进奠定了基础。

竹间智能是2017年国赛优
秀企业，目前已经成为人工智能
领域的行业龙头，其产品遍布金
融、制造、物流、零售、医疗、政务
等各领域。公司总裁兼首席运
营官孙彬表示，上海始终站在产
业发展的前沿，支持人工智能领
域的创新和自主研发，因为扎根
上海，企业有了更多的发展机
遇。捷思英达医药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创始人张劲涛则感谢张
江这片热土，为企业参赛提供了
很多培训和交流，他表示，大赛
也让很多创业者有了学习与合
作共赢的机会。

打造企业融通发展新生态
瞄准让上海成为全球科技

型初创企业最佳首选地，大赛还
致力于打造创新链-人才链-资
金链-产业链融合的资源汇聚平
台，不仅服务科技创业者，更为
了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本届“创·在上海”国际创新
创业大赛在创新更加专注、支持
更加精准、平台更加宽广、服务更
加完善四方面持续发力，搭建上
海创新创业的“首要舞台”。对于
大赛立项企业，将予以市区两级
最高40万元的资金资助补贴。

创业初期，企业发展面临许
多不确定性，需要精心呵护。据
陆敏介绍，目前全市众创空间、
孵化器等各类双创载体 500 余
家，后续也将进一步提升科创孵
化效能，打造标杆孵化器。在本
次大赛中，孵化器承担的分赛点
69个，占比91%，为科技企业提供
近距离的服务。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昨日下午，“虹才相
伴 四季有你”虹口区北外滩人才
会客厅启用仪式暨2023年高层次
人才系列服务发布仪式在“浦西
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举行。

北外滩人才会客厅”位于白
玉兰广场 20 楼，占地 2000 平方
米。试行“1+1”双主体运行机
制：北外滩街道配备专职人员，
负责日常运维保障，组建中英文
双语服务团队;虹口区人才服务
中心组建专员团队，提供专项人
才服务。设有前台接待区、白玉
兰人才沙龙、VIP人才接待室、名
师工作室、虹才i课堂、人才议事
厅、健康问诊室、拓展活动区等
功能区域，并配备“一网通办”、
人才服务等智能自助终端。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
对青年人才的服务和凝聚，北外
滩街道党工委成立了北外滩青
年人才服务团队。“青声北外滩”
宣讲团由来自上海大学青年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习会、北外滩楼
宇青年志愿者组成，团队成员共
12人，主要为95后、00后，在北
外滩滨江滨河岸线开展“初心启
航”等大思政课实地宣讲。宣讲

团以“青年讲给青年听”授课模
式，加强对青年人才的思想政治
引领。“青春北外滩”公益团由来
自辖区楼宇、园区、区域化党建
共建单位的青年党员、人才等组
成，目前共20人，且队伍还在进
一步壮大。主要组织青年人才
参与辖区内各类志愿公益服务
等，并鼓励人才为社区改造、社
区微更新等建言献策，以实际行
动服务北外滩开发建设，形成北
外滩区域内上下联动、全员参与
城区建设的良好氛围。“青听北外
滩”双语团由具有留学背景、语言
专业优势的机关青年组成，除了
英语之外还积极吸纳日语、韩语、
阿拉伯语等多语种领域的青年人
才参与，形成“全岗通”人才服务
团队。8人团队曾深度参与北外
滩“河滨会客厅”项目建设，审校
会客厅布展内容及翻译文稿，撰
写中英文讲解词。日后将定期联
系、走访、服务辖区内外资企业、
外籍高层次人才，助力营造吸引
人才近悦远来的发展环境。

虹口区人才办表示，将开展
30余场系列人才服务，做到“周周
有赴企对接、月月有主题服务、季
季有专场宣讲”，努力营造更有温
度、更具品质的人才发展环境。

“三高”人才在创新创业浪潮中集聚
去年沪新增科技企业10.7万户，占全市新设企业数近三成

去年上海新增科技企业10.7万户，日均新增
294家科技企业，如何让上海成为全球科技型初
创企业的最佳首选地？昨天启动的2023“创·在
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以过去11年的坚持给出
答案。从昨天起，持续数月的2023年创赛活动正
式开启，来自各领域具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将同台竞技，继续为上海这片沃土带来源源
不断的活力。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建设生态之城
园林青年立新功

上海，是一座深刻践行着“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人民城市，她不断

探索城市和自然交融的最佳实践，打造

一座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

青年报记者 冷梅
崇明花博会上，园林集团青年志愿者用心用情

做好志愿服务。 受访者供图

北外滩人才会客厅启用
助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