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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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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十三五””
全力服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升级

展望““十四五””

经济
发展 篇

● 经济实力平稳增长。
2020 年末，地区生产总值达
61.9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20.3%；财政总收入 20.7 亿
元 ， 较 2015 年 末 增 长
39.9%，年均增速达 7.0%；区

级地方收入 7.82 亿元，较
2015 末增长 57%，年均增速
达 9.4%。
●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2020 年引进内资 107.8 亿
元，较 2015 末增长 360.5%，

五年年均增长率达 29.3%；
合同利用外资 2.11 亿美元。
● 消费水平稳步提升。

2020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 74 亿元，五年年均
增长率达 19.1%。

产业
升级 篇

● 服务业新增产值大幅
提升。202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
比重为0.1:18:81.9，三产增加
值比重超过80%，与2015年
相比上升20个百分点左右。
● 动迁腾地工作有序推

进 206 地块、新虹桥国际医

学中心历史遗留基地、南虹桥
动迁安置房二期、纪谭路、朱
建路项目等22宗地块顺利腾
地，持续释放产业发展空间，
积极发展国际医疗、国际教
育、国际社区等高端公建配
套，为华漕未来产业发展积聚

要素、积蓄动能。先后引进信
达生物、云南白药、威高（上
海）医疗科技、康宁杰瑞生物
制药、药明奥测项目、上海千
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等众多
生物医药产业龙头企业，助推
华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乡村
振兴 篇

● 成功打造农民富、农
业兴、农宅美的美丽乡村典
范。围绕“拆修建管”全链
条，以“美丽家园”“绿色田
园”“幸福乐园”建设为方
向，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落地落实。
●“五违四必”综合整

治成效明显。全市“五违四
必” 整治在许浦村吹响号
角，创造了 51 天拆除 57.8
万平方米的“许浦速度”，树
立了市“五违四必”整治标
杆。全镇累计拆除违法建筑
330 万多平方米、实现土地
减量化约 2000 亩。

●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有序推进。全镇市、区、镇
完成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程
累计 306项，总投资 864.84
亿元，陆续完成了 S26 入城
段、金丰路、纪丰路、华江路等
17条道路建设。
● 率先启动 “两个美

丽”建设。陆续完成 12个村
“美丽乡村”建设，其中许浦
村、王泥浜村分别被评为市
级、区级 “美丽乡村示范
村”。
● 全面推动 “五个最

美”创建。共创建 526户“最
美庭院”、11 个 “最美社

区”、50户“最美家庭”、40
家“最美商铺”、17 个“最美
村宅”。
● 农民长效增收基础

进一步夯实。改革重组农民
长效增收平台，建立村集体
和镇级平台共同注资、村民
按农龄折算入股的发展模
式，实现全镇农民不用掏一
分股金就共同持有 8 个地
块、38 万平方米的商务楼和
产业园，并创新性开展了将
农民收入增长与社会长效治
理相结合的实践探索，有效
化解了村镇管理和社会治理
难题。

生态
环境 篇

● 垃圾分类整改取得
积极成效。完成“两网融合”
服务网点建设，垃圾分类实
效达 95%以上，实现 42个居
民区、10 个村定时定点管
理，建成 138个临时投放点。
● 水环境治理水平显

著提升。全力开展苏四期支
流水环境 21 个河道整治项
目，2018 年底全面消除黑
臭，完成中小河道整治 190
条段，修复水生态 29.5 万平

方米，实现农村地区生活污
水收集 100%全覆盖。
2020 年实现全镇 2 个

市级考核断面、40 个区级考
核断面、179 个苏四期监测
断面 V 类水达标率占比
100%, 35 条苏州河 - 黄渡
国考断面支流全部达标。
成为全区首个实现河长

制工作站“村村建站”的街镇。
2018年荣获“上海市中

小河道整治先进集体”，“十三

五”末被评为全市首批75个
“河长制标准化街镇”之一。

● 成功创建环境友好
型农田生态系统。编制完成
蔬菜保护镇规划，推广绿色
防控技术，促进现代农业绿
色发展。
● 积极开展生态资源

保护。建成开放林地 1341.3
亩（一般公益林 616.5 亩、吴
淞江廊道 724.8 亩）。建成吴
淞江鸟类栖息地 151 亩。

民生
保障 篇

● 教育发展量质齐升。
累计新建各类学校总面积
16.39 万平方米，镇财政性
教育投入占财政开支比重达
22%，各类学校办学优质均
等化水平显著提升。引进上
海外国语大学闵行外国语学
校中学、诺德安达双语学校、
摩根亨利双语幼儿园等优质
民办教育资源；完成华东师
范大学闵行新虹桥基础教育
实验园区基本布局，率先启
动学区化试点，成立上闵外
教育集团，初步形成了公、民

办教育协同发展的教育格
局。
● 基础医疗生服务体

系更加健全。新虹桥医学中
心被列入全国首批 13 个健
康旅游示范基地名单，全镇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1 个卫
生中心、2 个卫生服务站、11
个村卫生室、10 个家庭医生
工作室”的总体架构基本形
成，实现家庭医生常驻人口
签约 51495 人、重点人群签
约 17838 人。
● 养老事业持续提档

升级。新建华漕养老院正式
启用，完成九韵城等 6 个社
区嵌入式养老基础设施建设。
● 社会救助体系不断

完善。落实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帮助重度残疾人居家
养护，组织残疾人健康体检。
● 文体事业蓬勃发展。

新增 2条健身步道，人均公
共文化设施面积达 0.23 平方
米 / 人，比 2015 年增长
77%。上海国际家庭日、武术
节、广场舞大赛、沪剧节等文
体活动亮点纷呈。

政府
治理 篇

● 服务型政府改革持
续推进。政务服务窗口办结
率和群众满意率达 99.99%,
170 项“全市通办”项目全
覆盖，开设长三角地区个人
政务服务线下专窗，实现“一
网通办”便民服务优化升级。

● 借力大调研为群众
排忧解难。走访群众 8345人
次，解决问题 4099 个，问题
解决率 99%。
● 社会治理 “一网统

管”深入推行。严格实施“一
村一居一警一城管”联动联

勤执法模式，网格巡查采集案
件66889件，办结率99.95%。
● 基层治理模式优化升

级。“华漕微自治”微信公众
服务平台积分制管理模式全
面上线，“全岗通”社区服务
和社区治理活动全面推行。

● 坚持质量为本，突出效益发展。
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坚
持贯彻“四个论英雄”，建立导向更鲜
明、体现差异性的GDP科学考核体系，
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
坚持战略联动，突出功能发展。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以及市区重要战略部
署，从更好支撑闵行区在全市高质量发
展中的功能定位出发，全面对标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总体方案明确的华漕任务，
立足发展实际和功能优势，做好战略协
同，与周边地区实现板块联动、功能融
合发展。
● 坚持产业蓄力，突出特色发展。

以充分发挥华漕产业发展特色、社会发
展长板优势为基础，结合南虹桥产业发

展功能定位，不求全而求强，强调错位
发展和差异化发展，着力找准新载体、
开拓新空间、培育新动能、开创新模式，
化优势为胜势，推动华漕特色产业、特
色项目集聚发展。

● 坚持改革驱动，突出创新发展。
全面深化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充分释
放改革红利，用自我革新的办法破解区
域发展中的矛盾和瓶颈问题。全面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促进产业、管理、
制度和公共服务创新，充分激发各类市
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提升科技创新浓度
和创新能级。
● 坚持生态优先，突出绿色发展。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引导产业合理布

局、经济优化升级，从华漕生态优势出
发，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节能
减排，积极打造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进一步提升生态品质，打造城市
绿肺，实现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环境美
丽。
● 坚持产城融合，突出和谐发展。

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面提升华
漕“六大国际”功能，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优质均等，千方百计增加民生福祉，
大力完善社会治理，让改革成果更多、
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实现产业聚人、环境留人，推动产城深
度融合发展。

基本原则 突出效益、功能、特色、创新、绿色、和谐发展

空间发展布局 “一核、一廊、四区”

● 一核，指活力发展核。总面积
0.8 平方公里，是“十四五”发展中重点
建设的核心区域。目标是通过国际化文
体设施建设、彩虹湖等绿地景观建设，
打造南虹桥地区的新地标。
● 一廊，指吴淞江生态休闲廊道。

适应格局调整，实施苏州河水岸整治，
构建“海绵”韧性水系网络，植入漕运、
坪田特色化人文要素，传承水乡人文精
神；依托都市农业、休闲旅游、中医康
养，成就绿色发展活力之芯，打造近郊

生态郊野公园典范；与集建区产业发展
形成共振、联动，链接创新发展之源，推
动城园相融共生，成就“都芯绿湾”。

● 四区，指创新发展区、现代商务
区、生物医药产业区、品质生活样板区。
北部为创新发展区，在北青公路以北区
域依托市级在线经济产业示范园，重点
发展科研创新和在线经济业态。中上为
现代商务区，以城市绿带为基底，以国
际社区升级版打造高端开放生活空间，
布局发展以商贸服务、电竞文创为主导

的多元业态，营造活力场景，实现“一
里领上城”的发展愿景。中下为生物医
药产业区，重点依托华漕医学产业园区
和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以智慧医疗创
新服务为核心，外延扩张推动上下游产
业发展集聚。南部为品质生活样板区，
在北青公路以南的国际社区建成区和
北翟高架以北建成区，布局国际化高品
质生活样板区，依托高品质住宅密集等
基础优势，推动“十四五”时期环境优
化和功能提升。

发展目标 全方位接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到 2025 年，实现经济、社会、政
治、文化、生态领域全方位接轨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建设，经济总量明显提升，
产业升级取得进展，科技创新实力大幅
提高，城区运行更加安全高效，民生服
务显著改善，初步将华漕打造成为产业
特色鲜明、高端要素集聚、生态环境优
美、人居和谐幸福的国际化新城镇。

● 经济发展：基本形成“1131”
产业架构，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提

升。（“1131”产业是指形成以生物医
药为核心产业，以文化创意为新兴产
业，以高端智能制造为优势产业，以科
技服务、商贸服务、特色金融三大服务
业态为支撑的产业格局。）

● 创新驱动：创新动能持续积累，
创新创业活力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基
本形成以“六大国际”为主要特征的功
能设施布局，为区域发展提供功能支
撑。（六大国际”是指国际医疗、国际教

育、国际文化、国际体育、国际创新、国
际社区。）
● 民生福祉：基本形成以“富民

强镇”为主要特征的公共服务格局，公
共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体系更加
完善，教育资源更加普惠优质，医疗服
务水平全面提升，为老服务体系更加完
善，华漕公共服务创新发展的名片更加
靓丽。

“�十三五”以来的五年，是华漕发展取得重要成果的
五年。 过去五年，华漕镇围绕“一廊、两路、三区域”战略
布局和“四新华漕”建设目标，稳中求进、进中争先，为华
漕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创新、克难奋进，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五年，华漕镇将
主动承担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公共服务创新功能，以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为主引擎，充分发挥公共服务优势、特色
产业优势、绿色生态优势，坚持战略联动、产业蓄力、改
革驱动、生态优先、产城融合的发展导向，进一步提升区
域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全力服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升级。

“十三五”交出亮丽答卷，“十四五”新征程再出发，
就让我们跟着以下数字，一起去感受一下华漕的发展！

累累硕果，承载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