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024年2月29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沈清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相关]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复旦大学保卫处官
网消息，为进一步促进校园有序
开放，自2024年3月1日起，将现
行社会公众登记身份信息刷卡进
校措施优化调整为直接刷居民身
份证或随申码进校（或凭护照、港
澳台通行证等有效证件登记进
校），进校时间为每日早上6点至
晚上10点。

根据通知，师生、非在编在籍
人员、退休人员、附属医院职工、
教职工未成年子女和亲属、校友
等类别人员进校方式不变，教职
工因教学科研等工作需要仍可通
过 ehall（复旦网上办事服务大
厅）报备或邀请码方式邀请相关
人员进校。校外车辆进校仍需通
过ehall报备。

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学校寒暑

假期间，或学校举办重大活动时，
将根据实际对每日进校人数进行
适当的总量控制，届时将提前发
布相关通知。

此前，社会公众要进入复旦大
学可以在现场扫码关注“复旦信息
办”公众号，根据菜单提示完成“非
本校人员进校登记”后，收到通过
提示后即可刷身份证入校。

记者了解到，教育部在对关于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提案答复的函中指出，大学校
园更好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
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
服务社会。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进一步研究，建立健全校园安全
风险防控机制，依法保障高校合法
权益。同时，指导高校完善相关管
理制度，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秩序和
师生学习生活的前提下，使校园开
放和内部管理达到平衡。

事实上，自2023年上半年以

来，关于大学校园对外开放的话

题，多次引发讨论。先是高校逐

步宣布恢复校友出入校权限、允

许家长和校外人员申请入校、对

特定群体预约开放，到暑假、节假

日期间部分高校向社会公众开放

校园参观预约通道、吸引大批游

客“抢票”，再到2023年末北京大

学副教授“跨栏”入校一事，“大学

校园是否应该开放”的问题多次

引发热议，公众呼吁高校向社会

重新敞开大门，形成更加开放、包

容的校园文化。

去年 5 月，上海多所高校已

经优化措施，有序恢复对公众开

放，校外人员刷本人身份证进

校。校方称，实行实名制是为了

方便校园安全管理。今年上海两

会上，市人大代表、上海音乐学院

党委书记裴小倩提交“关于支持

引导市属高校文化设施高品质开

放，助力建设文化自信自强的上

海样本”的建议。

在 2021 年华东政法大学长

宁校区全线拆除围墙、面向公众

全面开放、成为全国首个全面对

外开放的大学校园之后，上海音

乐学院淮海路校区这一坐落于上

海中心城区体量最大的风貌保护

区也起步全面融入“音乐街区”。

2024年第一天，上音校园正式对

外开放。学校首批推出了美育

楼、音乐城堡和城市音乐会客厅

三栋历史保护建筑，以及升级开

放的上音歌剧院，向市民全面开

放，在元旦假日为上海城市文化

增添了一抹亮色。

加快核心功能打造 推进“一核两带”协同发展

大虹桥“四高”产业框架基本形成
明起刷身份证或随申码
社会公众可进复旦大学

■社会公众要进入复旦大学可以在现场扫码关注“复旦信息
办”公众号，根据菜单提示完成“非本校人员进校登记”后，收到通过
提示后即可刷身份证入校。

■教职工因教学科研等工作需要仍可通过ehall（复旦网上办
事服务大厅）报备或邀请码方式邀请相关人员进校。校外车辆进校
仍需通过ehall报备。

■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学校寒暑假期间，或学校举办重大活动
时，将根据实际对每日进校人数进行适当的总量控制，届时将提前
发布相关通知。

上海多所高校优化措施
有序恢复对公众开放

本报讯 海关总署介绍，《上
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商务合作区规划
面积约0.88平方公里，以G1503
快速路为界，分为两个区块。到
2025年，完成商务合作区先行启
动区封闭验收，商务合作区基本
功能落地运行。到2028年，实现
商务合作区全域封闭运作，完成
重点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具备
商务交流、国际展览、国际培训等
功能。到2030年，全面建成商务
合作区，实现区域跨境交往便利、
国际商务活动活跃、创新要素资

源集聚、专业服务能力领先、配套
设施完备的功能目标。

方案指出，在发展定位方面：
——便利国际商务交流的

新平台。以促进国际商务交流
为目标，在综合保税区、海关监
管区和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制度
基础上，叠加特定封闭区域人员
跨境流动便利化政策措施和商
务服务功能，依托东方枢纽上海
东站和浦东国际机场国际国内
人员交汇优势以及浦东国际机
场中转客流优势，打造高度便利
的国际商务交流合作平台，彰显

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能力。
——服务资源要素汇聚的

新载体。以国际商务人员往来
便利为牵引，带动货物流和信息
流交汇流动，强化内外链接功
能，更好集聚全球要素、配置全
球资源，形成特色鲜明的对外形
象展示窗口，增强上海全球要素
配置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助力“五个中心”能级提升。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新节点。发挥上海长三角
一体化龙头带动作用，依托地处
长三角国际交通枢纽和国家沿

海大通道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更
好链接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
全球，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各类企
业国际商务交流提供平台载体。

在规划范围方面，商务合作
区规划面积约0.88平方公里，以
G1503快速路为界，分为两个区
块。区块一：东侧区域为先行启
动区，东至硕放路、沪通二期铁
路西侧，南至美兰路，西至G1503
快速路，北至闻居路、黄龙路；区
块二：西侧区域，东至G1503快速
路，南至祝钦路，西至金闻路，北
至闻居路。两个区块通过封闭

通道联接。
建设以国际商务交流为核

心功能的合作区，在便利国际商
务交流方面：满足境外人员短期
停留商务活动需求，为国际商务
人士在商务合作区内开展商务
会见、商务洽谈等活动提供便
利。鼓励总部型企业、跨国公司
及国际机构等在区内开展跨境
商务活动。引导中外航空公司
在浦东国际机场加大运力投入，
在航权分配中优先支持浦东国
际机场，进一步提升国际航空客
运网络通达性。

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满足境外人员短期停留商务活动需求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启动建设即将三周年，三年来，
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两
带”功能布局中的核心，虹桥国
际中央商务区聚焦流量价值挖
掘创造、总部经济能级提升、贸
易功能内涵拓展、城市更新和基
础设施支持，不断深化区域战略
内涵，加快核心功能打造，努力
推进“一核两带”协同发展。

青年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三
年来商务区经济集聚度进一步
显现，区域经济保持良好增长态
势。虹桥国际在线新经济生态
园、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北斗
西虹桥基地、临空人工智能产业
园等一批产业载体特色更加鲜
明，产业生态加快完善，高能级
总部经济、高端化服务经济、高
流量贸易经济、高溢出会展经济
四高产业框架基本形成。

进一步提升总部经济能级
三年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大商务、大会展、大交通、大科
创功能持续增强。总部经济能
级进一步提升，进博会平台功能
进一步放大，综合交通管理水平
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浓度进一
步增强，形成以企业为核心的市
场驱动型科技创新特色。

广联达是一家专注于建筑信
息化行业20余年的数字建筑平
台服务商，在充分了解虹桥国际
中央商务区定位和发展方向后，
2020年2月，广联达上海团队正
式迁移至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并成立上海基地。广联达集团副
总裁、广联达上海公司执行董事
郭建峰表示：“入驻以来，我们对
商务区的感受，总结来说就是五
个字：多、快、高、好、优。未来，我
们将定位于数字化使能者的定
位，持续思考和实践，为产业运营
者持续提供数字化服务。”

除了广联达，还有众多企业
在商务区真切感受到了大虹桥
鼓励、支持企业发展的决心。创
立于1997年的天合光能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光伏产
品、光伏系统、智慧能源三大板
块，业务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210组件累计出货量全
球第一。2022年，天合光能在上
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设立了
国际总部，以产业数字化、智能

化和绿色低碳的产业升级为发
展战略，在此基础上打造天合光
能“一总部四中心”。

“天合光能发轫于常州，国际
总部我们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
定落户在上海虹桥。我们从公司
出发，15 分钟内就可以到达机
场、坐上高铁。”天合光能执行董
事、天合富家董事长高海纯表示：

“我们一定会把企业发展深度融
入上海‘五个中心’战略发展布
局，为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辐射能级贡献企业力量。”

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助推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不可少因素，
三年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持
续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政策制度高地建设成效初
现，形成多层级政策制度。以商
务区企业服务中心为主平台、联
通各片区的政务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人才高地建设加快推
进。不断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
服务集群，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虹桥园集聚165家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
集聚80多家法律和服务机构，虹
桥海外贸易中心吸引37家国际
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入驻。

作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九大功能性平台之一，虹桥国际
中央法务区于2021年9月24日
正式揭牌，它的建设是上海市用
法律服务保障虹桥国际中央商
务区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虹
桥国际中央法务区致力于打造
专业要素高度集聚的法律服务
生态圈，为商务区企业与产业的
发展，为落实长三角一体化、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国家战略提供
有力支持。

上海仲裁委员会是中国首批
试点设立的仲裁机构之一，2023
年6月，上海仲裁委员会虹桥中心
签约落户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
与法务区中各家法律服务机构共
同形成了法律服务产业聚集，为
虹桥中央商务区乃至长三角地区
提供“一站式”“一门式”的综合性
法律服务链条，实现从产业聚集
到服务升级的蜕变。

“虹桥交通枢纽的便利和长
三角一体化的发展，使上仲虹桥
中心成为全世界仅次于伦敦国
际仲裁院与 City Thameslink 火
车站之间8分钟步行距离的唯一

一个下飞机、下火车15分钟内步
行可及的仲裁机构，更使长三角
地区仲裁案件办理的‘当天往
返’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上海
市仲裁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范铭
超表示。

加快提升区域发展能级
去年11月，国务院批复同

意的《关于在上海市创建“丝路
电商”合作先行区的方案》，明确
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打造“丝
路电商”辐射引领区。商务区坚
持高水平“走出去”和高质量“引
进来”两手抓，聚焦提升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能级，全力推进“丝
路电商”辐射引领区落实，力争
成为全球资源要素配置枢纽和
国际投资贸易主阵地。

在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
术交流中心的支持下，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青浦区人民政府以及民营企业
上海灿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五
方共同发起设立了“联合国/国际
组织可持续采购服务、信息分享
与能力建设项目”，并成立了上
海青浦区徐泾镇联采企业可持
续发展服务中心。希望通过凝
聚各方之力，汇聚各方资源，以
联采项目这个亚洲仅有的国际
合作示范性公益项目为试点，针
对供需市场存在的问题和需求，
加快打造一个集约化的服务平
台和资源集聚港。

联采项目办业务部负责人、
联采服务中心行政负责人姜渊
介绍说，通过两年多来的努力，
联采项目已初步在国际公共采
购市场中构建了良好的示范性
和影响力。联采项目通过举办
中国本土的联合国采购大会，各
类针对性能力建设活动，以及专
业化的信息技术支持等举措，已
累计帮助近700家企业成功注册
成为联合国供应商，占历年国内
联合国供应商总数的7%左右。

联采平台也在积极对接“丝
路”商机，已与中亚地区如哈萨克
斯坦等国家相关组织、企业达成
合作意向，努力为国内企业开辟
更多的丝路机遇。联采中心将汇
集各方资源，打造“海聚英才国际
组织人才工作站”工作体系，为推
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出口贸易

“带起来”贡献力量。目前，项目
平台已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丹
麦）输送一名采购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