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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必得 一场非赢不可的攻坚战

国内疫情基本

缓和， 经济社会发
展开始慢慢步入正

轨。 但受疫情影响，
一些企业复工复产

后的发展也受阻 ，
政府应做细做好服

务， 努力优化营商
环境， 迎接这场经
济发展大考。
疫情防控下，为

推进市、 区优化营
商环境各项政策落

地， 进一步推动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
华漕镇领导深入走

访多家企业， 了解
企业复工复产后的

实际困难， 疫情影
响企业订单减少 、
南虹桥动迁企业搬

迁难等问题， 主动
对接为企业排忧解

难。 近期，华漕镇与
中青旅签约， 借助其资源
运营优势， 为华漕发展注
入新活力。 南虹桥动迁推
进中， 经过多方协调和努
力， 促成 2 户国有土地非
居项目顺利签约， 为动迁
腾地开了个好头。
花心思做好“店小二”

贴心服务， 才能引得更多
企业来扎根。下一步，华漕
镇将聚焦当前优化营商环

境建设中心短板和突出问

题，主动对标一流，细化具
体举措， 强力推动政策落
实， 确保南虹桥规划建设
的顺利进行， 实现经济社
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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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在“存仁广场”项目
合作签约仪式上，华漕镇人民政府和
中国青旅集团旗下专业文化旅游企
业青旅国际旅游投资（北京）有限公
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今后双方
将立足南虹桥开发建设，通过战略合
作的方式开展项目开发、经营、管理
等，提高华漕经济效益，促进地区经
济发展，加快区域发展步伐。
闵行区委常委、副区长沈军出

席合作签约仪式并讲话。华漕镇党
委书记吉玉萍，区资产经营公司董
事长金慧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
尧，区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张雄，镇
党委副书记黄璐，副镇长吴宇，区资
产经营公司党委副书记夏闵，中青
旅置业集团董事长孙权永及中青旅
部分代表出席签约仪式。
沈军向青旅国际旅游投资（北

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旅国

际”）的战略合作表示了欢迎。她指
出，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组成部
分，华漕镇有着高起点规划，在未来
的整体开发建设过程中青旅国际要
从华漕产业定位出发，打造符合地区
整体规划及需求的配套项目，真正实
现联动发展。她希望，双方尽快启动
存仁广场项目，青旅国际要找准项目
定位，用好自身优势，做出华漕特色，
打造出长三角的一张新名片。

吉玉萍主持合作签约仪式，并
向区政府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她表
示，华漕镇将积极用好青旅国际在
政策、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开
展项目合作，打造国际化的“华漕
中心”。
孙权永表示将尽快组建项目

组，配合华漕镇推动存仁广场项目尽
快落地，提升华漕商业形象。黄璐介
绍存仁广场项目情况及推进进度。

打造“华漕中心” 助力南虹桥发展
华漕镇与中青旅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第四届“华漕好人”评选正式启动
>>>详见本报020405版

“动迁腾地工作是眼下华漕最
重要的事情，更是一场非赢不可的
攻坚战！”一个月前，2020 年华漕
镇动迁腾地动员大会上，镇党委书
记吉玉萍的话语掷地有声。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
当下华漕镇正在危中寻机，化危为
机，紧紧抓住春天的机遇，实现重大
项目大推进，为南虹桥发展孕育新
希望，为华漕的未来腾出新空间。

一场“硬仗”已经悄然打响

石皮弄村村民委员会位于北青
公路 2196 号，华漕镇动迁腾地现
场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而与此配
套，华漕镇动迁办一整套人马也安
居此地，华漕镇动迁办主任苏秋明
从事动迁工作 15 年，也亲历过虹
桥枢纽大动迁，但他说，华漕这次下
这么大力气来搞动迁腾地，为项目
“开路”，为发展“架桥”，是鼓足了
劲，用足了力的。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

确保动迁工作统一协调，反应灵敏，
决策迅速，执行有力，华漕坚持党建
工作跟着中心走，贴着中心做，把党
的战斗堡垒建在攻坚最前沿，把领
导靠前指挥作为实现和谐动迁的关
键举措，建立了南虹桥开发区华漕
镇动迁腾地工作组织体系，按照
“层层夯责，包产到户”原则，镇党
委书记担任第一总指挥，指挥部按
照“2+13+1”的组织架构，包括 2
个分指挥部、13 个工作组、1 个办
公室。13位镇班子成员首次全员上
阵，每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承

包一块具体动迁任务，采取“站立
式”现场办公的形式，带领科室长、
村书记组成的工作小组领跑动迁一
线。与此同时，指挥部还设了若干个
功能性小组，每组都以党员为班底，
建党员突击队，确保工作有党员领
着，关键政策有党员盯着，重要环节
有党员把着，关键时刻有党员撑着。
现在，每周六是现场总指挥部的专
题例会制度，镇党委书记亲自坐阵，
通过会前预商、会上决策、跟踪督
查、定期汇报等举措，加大动迁腾地
工作推进力度，不少班子成员都有
了“现场考试”的感觉。
而与此同时，区分管领导大力

支持，多次召开协调会，区有关职能
部门不断给力，在资金保障、制度保
障、政策保障、业务保障等方面给予
南虹桥区域动迁开发最大的支持。

“骨头硬”但是我们动了真功

早在 3 月 9 日，华漕镇就召开
了 2020 年动迁腾地动员大会。确
定了围绕南虹桥开发重点区域、重
点地块、重大项目，有序有效开展动
迁腾地，集建区内计划完成 160 户
民房和 91 户非居的动迁腾地工
作，集建区外计划完成许浦水韵公
园项目、吴淞江生态廊道项目、水务
项目及华漕再生资源中心项目等年
度动迁腾地工作的总目标。
“南虹桥动迁腾地进入了更为

艰巨的攻坚期，而且我们必须咬着
牙，趟过这道关。”镇党委副书记黄
璐说。“四年动迁剩下来的‘钉子’
有着各式各样的‘故事’。”今年，
一方面动迁类型和政策涉及面更为

广泛，既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新
增民房，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再
一方面矛盾风险点增多，诉求更加
复杂。“今年我们动迁总量虽不大，
但是‘骨头’都很硬。”
在华漕准备动迁腾地的相关企

业中，汽车配件类企业是比较集中
的，这些企业生产经营都有一定的
周期，订单生产、发货，包括产地验
证，都要求很高，原来在自己的地皮
上经营，现在突然要改换地方，换了
地方，就是所有条件都合适，也不能
马上生产，这次要动迁确实很困难；
还比如有位班子成员分配到一个南
北货市场，虽然只是一个市场，但其
中小商户 1000 多户，里面租赁关
系，买卖关系，包括二房东、三房东
……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前期准备有力，3月 26日，2户

国有土地非居项目顺利签约，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王尧与两家企业上
海闵珠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五
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代表进行签
约，南虹桥开发区动迁腾地工作打
响了“第一枪”，后期制度发力，短
短一个月时间，集体土地上非居已
经签约10户，这为全镇党员干部奋
力投身攻坚任务注入了“强心针”。

新华漕的样子肯定很迷人

要动迁腾地，但更要留商稳
商，打好政策和服务两张牌。在动
迁过程中，华漕镇协同南虹桥公
司，将涉及到企业的动迁协议、投
资协议、土地出让协议等 “一揽
子”整体谈判，促进企业加快动迁
的同时，解决好企业关心的后续发

展问题。
针对企业需求，进一步加大服

务力度。华漕镇经济部门全面梳理
南虹桥区域动迁企业，因企施策、
稳商留税。强化无土招商，对优质
企业给予土地资源支持，对潜力企
业给予楼宇资源。通过各种形式，
最大程度将企业税收留在华漕。就
拿上海宁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与
上海东谊皮带厂这两家镇域内优
质企业来说，每年税收高达五、六
百万。由于南虹桥动迁影响，导致
企业后续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得知
情况后，镇相关部门立即深入开展
企业服务工作，积极为企业找到稳
定的新场所，由镇领导牵头召开现
场协调会，邀请区相关部门对选址
开展可行性研究，并陪同企业现场
“选房”，通过全面细致的企业服
务，扎实营商环境，做好稳商留税。
因为发展，不少企业不得不离

开华漕，但是他们选择把“头部”留
在华漕，有的企业则是慕名而来，总
投资分别达到 12.5 亿元和 3 亿元
的信达生物、药明奥测等重大项目
在疫情期间实现了“云签约”，而已
经拿下土地的“上海国际新文创电
竞中心”项目更是开工在即……
按照华漕镇最新规划，轨道交

通、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生态公园
等将在这里“一站式”呈现，让国际
化中央商务区不仅拥有高能级的总
部经济，更能突出以人为本的高品
质城市服务功能。“不久的将来，新
华漕的样子肯定更迷人。”谈及动
迁腾地后的发展，分管动迁工作的
副镇长喻文熙充满期待。

（闵行报 覃丛丛）

危中寻机，华漕镇打响今年动迁腾地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