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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区

与长三角 17个主要城市建立全面合作对接

虹桥商务区瞄准高质量施展大手笔
今年 10 岁的虹桥商务区，要

用发展第一要务来为自己庆生。
5月 9日，新加坡企业中心入

驻商务区虹桥海外贸易中心功能性
平台，平台招商负责人王喆难掩兴
奋，“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香港）
上海代表处、中欧国际合作促进会
等一大拨国际贸促机构已加盟，而
更大一拨如欧盟商业和创新中心、
克罗地亚经济商会上海代表处、中
国马来西亚商会正在签约路上”。5
月 10 日，商务区核心区内的阿里
中心正式开业，涵盖阿里旗下阿里
云、智慧汽车、智慧建筑、智慧办公
等板块，41 家智慧企业集聚，“和
马云一起办公”的消息瞬间刷屏。
而这些，不过是虹桥商务区高

质量发展中的小荷尖角。

从高质量发展指标中看万
商云集

事实上，为了“高质量”三字，
总面积达 86 平方公里、涉及 4 个
行政区的虹桥商务区从一片大工地
起步，这些年全力以赴，拼搏进取。
2010 年 10 月香港瑞安房产竞得
商务区首轮土地招拍挂，2014 年罗
氏诊断中国总部入驻，人们开始渐
渐领略到商务区的高标准、高门槛。
至今，虹桥商务区核心区重点区域
31 个重点社会投资项目 352 栋楼
宇已有 346 栋结构封顶，商务区大
交通、大会展、大商务三大战略功能
日趋夯实，其万商云集、生机勃勃的
霸气与惊人潜质已可从最新数字中
看出端倪———

截至目前，区内企业 2.5 万余
家，其中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企业上
万家，占总数 42%，可见商务区作
为长三角动力核、动力枢纽的角色
不容小觑。
总部经济亦在凸显。继罗氏诊断

之后，壳牌、梅塞尔、科施博格、永恒
力等国内外总部类企业及上市公司

争相进入，现有内资总部类及上市公
司209家，外资总部类企业79家。

产业也在此加速形成高辨识
度。商务区核心区主打总部经济，而
闵行、长宁、青浦、嘉定片区则各有
侧重———闵行片区聚焦精品化医疗
教育文化，长宁片区主推世界领先
的航空服务业创新试验区，青浦片
区着重于会展业和北斗产业基地，
嘉定片区是“四新经济”和创新创
业的先行区，一主多辅、协同发展格
局俨然成形。

从高质量规划管理中看发
展定力

一切薄发均始于厚积，但商务
区这些年的坚守与定力或许少有人
知———
追求“最”低碳，商务区全面推

进集中供能、绿色建筑、屋顶绿化
（第五立面）、立体复式慢行交通、
绿色生态走廊、低碳能效运行平台
等特色工作，去年获颁全国首个也
是迄今唯一一个国家绿色生态城区
三星级运营管理标识证。商务区将
绿色建筑星级要求写入土地出让合

同，管委会从设计、施工、竣工、运
维、专项资金支持等各过程对屋顶
绿化进行管控，保障其顺利实施。截
至去年底，核心区重点区域屋顶绿
化面积达 18.74 万平方米，占整个
区域屋面面积的 50%；2014 年，虹
桥商务区正式启用国内首个大型区
域冷热电三联供项目，今年更启动
新一轮能源项目建设。

为了“大”交通，在做好集机
场、高铁、地铁、长途汽车等多种换
乘模式的世界顶级枢纽———虹桥综
合交通枢纽的综合协调、应急管理
的基础上，商务区还建设了 24 条
地下通道、16条空中步廊，实现枢
纽、核心区商圈、国展中心地下和地
面空中立体全连通，全力推进空铁
联运、陆铁联运等。

强化“优贸易”，商务区紧守
高质量发展底线，好中择优、制定
标准、树立标杆。今年 5 月，首批
15家特色园区（楼宇）经商务区管
委会认定后出炉，旨在鼓励支持各
类主体举办功能定位明确、产业集
聚度高好、具领头雁作用的园区和
楼宇，引导招商和打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

在高质量发展机遇中开启
新征程

去年以来，面对长三角一体化
上升为国家战略和首届进博会举办
契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区
域和进口博览会的主办地，虹桥商
务区借力起跳，再次乘势而上。根据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相关精神，虹桥商务区开启“全力
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
中心新平台，打造国际开放枢纽”
的新征程，拿出脱胎换骨、颠覆超越
的壮志，勇当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的排头兵、持续办好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力军、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践行者。
基于这三项定位，一系列大手

笔正在区内加速推进———致力于服
务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虹
桥商务区已与长三角 17 个主要城
市建立全面合作对接，建设长三角
区域城市展示中心、长三角电商中
心、长三角会商旅文体示范区联动
平台等一批功能性平台，并正探索

面向长三角的产业数据汇集、互
联、共享和应用；在去年圆满完成
首届进口博览会配套保障工作的
基础上，商务区已全面启动第二届
进博会新一轮 77 项任务保障工
作，推进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一期运营和二期建设，加快完善
保税展示交易新模式；在做好
“商”字大文章方面，商务区已发
放商务区和长三角地区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证 647 件，并设立虹桥
商务区公共服务事务中心，探索有
商务区特色的功能打造和营商环
境。

最有获得感的当属企业———
弘阳集团上海总部启用仅 3 个月，
便与同样落户商务区内的九牧集
团、正荣集团、上坤集团、新力地产
集团等成为合作伙伴，对如此效
率，连弘阳集团自己都惊呆了，用
董事长的话来说，“集群效应是高
效的催化剂，企业间的深入交流与
战略合作能这般密集，企业发展各
项经济要素能如此垂手可得，这便
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就是选择虹桥
商务区的理由”。

（解放日报）

虹桥火车站迎来第 4亿名旅客
“高铁替我圆了三代一起生活的梦”

6月 26 日，沈子怡成为了上海
虹桥站开站以来的第 4 亿名旅客。
在这第 4亿名旅客之前，2014 年 3
月，上海虹桥站旅客首次破亿，为了
这个数字，铁路人用了整整 44 个
月，到了 2018 年 10 月，虹桥站迎
来了第 3亿名旅客，而从 3亿到 4
亿，不过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虹桥站换乘非常方便”

上海虹桥站旅客人数破亿时间
正变得越来越短，而这样迅速的变
化，不仅仅得益于虹桥站独特的枢
纽地位，还有长三角地区高铁路网
的发达完善。
不可否认，相比上海火车站和

上海南站，虹桥站是交通换乘最为
方便的一个站点，铁路、航空、地铁、
公交、出租、长途客运等多种交通方
式都能在这里找到。乘坐铁路到达
虹桥站，最近 20 米就能换乘地铁、
出租，往东步行 10 分钟就可虹桥

T2航站楼，向西步行 5分钟则通往
长途客运站。

“我每天早上从苏州坐高铁到
虹桥，再换乘2号线去上班。”白领
小任家住苏州，却在南京西路上班，
“每天8点不到就能到虹桥，再换地
铁去上班，路上大概一个多小时。”
她把时间算得精准，双城生活

虽然听上去很辛苦，“其实虹桥站
换乘非常方便，高铁上几十分钟的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小任说道。
高铁的开行让人们不必在工作

机会和居住条件之间左右为难，而
上海虹桥站无疑就是大家启程梦想
的连接点。

沈子怡在接受采访时就透露，
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却嫁
给了一位北京男孩，于是，在孩子出
生5个月后，沈子怡便带着孩子，搭
乘着高铁，在京沪两地往返，去见孩
子的爷爷奶奶。不知不觉，双城生活
已经持续近两年，“是高铁替我圆了
三代一起生活的梦。”沈子怡说道。

“促进长三角一体化”

在同济大学教授孙章看来，上
海虹桥站不仅仅是一个客运中心，
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
纽，而它处于虹桥商务中心地带的
独特位置，更成为了上海对接长三
角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也注
定了虹桥站和其他火车站不同，它
是一个功能多元化，对于经济社会
高速发展都能带来意义的地方”。
孙章表示，上海虹桥站的意义

已经突破了交通功能，它结合了上
海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长三角一
体化的发展更是起到了推进作用。

伴随着昨日上海虹桥站旅客
人数突破 4 亿，到了 7月 10 日，铁
路又将实行新运行图。“人数的增
加跟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是成正比
关系的，新图实行后，前来旅游、探
亲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铁路开通的
线路，发车的频率以及列车的对数
也都是增长的。”孙章说道。

现在，随着全国“四纵四横”高
铁网络的建成，如今的上海虹桥站
北端引接京沪高速铁路、沪汉蓉高
速铁路，南端与沪昆高速铁路、沪杭
甬客运专线接轨，日常开行列车
275.5 对，日均到发旅客接近 40 万
人次，最高峰超过 100万人次。

开行的列车不仅仅是发往长
三角经济区三省一市，更是辐射到
长江经济带江西、湖北、湖南、重
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 省市，京
沪高铁、沿海地区、中西部等百余
座城市，成为全国最繁忙的高铁车
站。 （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