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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轉型：產業鏈向高端延伸 政府角色向服務型轉變

經過20年的大發展，松江集聚起了大量的包括世界500強在內的工業
企業。新形勢下，如何把工業由大變強成為區領導班子考慮的問

題。審時度勢，區委、區政府提出了「兩個轉變」，即變模仿型、裝配型
的一般製造為擁有更多技術含量、更高附加值的先進製造，變「兩頭在
外」為「兩頭在松」。努力向產業鏈高端延伸，鼓勵和扶持企業走自主創
新轉型升級之路。
今年９月，龍工集團自主創新項目——液壓系統投入批量生產，擺脫

了過去單純依靠裝配生產加工的老路。過去以傳統筆記本加工業的廣達
集團，今年已將3條生產線「內遷」，同時擴編雲端部門，在松江設立的第
一條「雲計算」產品月產值約在11-12億元，利潤率遠高於普通的筆記本
電腦等產品。區委書記盛亞飛認為：「將低端的轉出去，高端的發展起
來，產值雖然降了一些，但效益提高，稅收增加，這正是松江製造業轉
型的成功一例。」
不僅企業自身謀求轉型，松江區還以園區作為載體進行引導，鼓勵和

吸引「兩頭在松」企業落戶。目前，松江區已形成了包括3個生產性服務
業功能區在內的10多個總部型園區。其中，規劃佔地2700畝的漕河涇開發
區松江生產性服務業功能區，目前已落戶的上海佳豪、中交三航勘察院
等百餘家企業，主要都是以研發、運營管理等「頭腦」功能為主。與此
同時，還有正在建設的中國紡織服裝品牌創業園、松江新城國際生態商
務區，正在規劃的佘山環球企業中心、漕河涇佘山科技城等項目，都把
目光瞄準「兩頭在松」和先進製造企業。
同時，松江區加強重要領域機制創新，以產業項目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為突破口，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力推進政府自身建設。區長俞太
尉主持的松江行政審批改革，實現了「一般項目減少2/3、重點項目突破
3/4、周轉項目可達4/5」的目標。上海市長韓正說，松江積極推進行政審
批制度改革，將工業項目落地行政審批所需時間壓縮了一半以上，此舉
意義重大，為其他區縣乃至全市做出了示範。他說，政府管理服務水平
的高低，直接體現在政府行政效率上，其中的審批又是關鍵，松江不僅
從制度上進行改革，還在具體運行中實現突破，做得很好、很成功，要
在全市推廣松江的經驗和做法。
按照區委書記盛亞飛的話說，服務企業是政府的職責所在，政府應以

人為本，立足企業，加大服務力度，提升服務品質。松江區要抓住重要
戰略機遇期，在科學發展的主題下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不再片
面追求速度，把重點放到提高服務質量和經濟效益上來。松江區正在積
極從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向管理型、服務型、法制型政府轉變。

城鄉統籌：家庭農場模式成形 年輕人樂當農民
農業是松江的傳統產業，對於新農村如何發展，松江人有自己獨到的

認識。大城市郊區農業地位並不是通過經濟指標來衡量的，耕地保護的
功能、農產品保障的功能、城市生態的功能對城市發展舉足輕重，農
村、農業、農民將長期存在。 城鄉統籌，並不意味 農村城市化，而是
要讓城市更像城市，讓農村更像農村。「松江的實踐和經驗值得重視。」

國務院主要領導這樣批示上海松江區新農村建設。
松江推出家庭農場模式，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推進了規模化經

營。面朝黃土背朝天，在一畝三分地上刨食，這是過去的農民。種 糧
食養 豬，開 農機照看百畝良田，則是今天的「農場主」。區委書記盛
亞飛表示，「家庭農場」模式，在減少農民數量的同時，大幅提升農業
生產經營的規模化、專業化、組織化水平，讓農民種田的效益不斷攀
升。目前，松江共有1114戶家庭農場，總面積12.99萬畝。一對夫妻一年
可產近15-20萬斤糧食，只需忙碌三四個月，便可獲得五六萬元收入。此
外，「種養結合型」家庭「農場主」。一年再養1000頭豬，年收入可增加
到10多萬元。
上海市委農辦、市農委主任孫雷表示，「種養結合」讓農民受益，也

帶來眾多好處。「機械化程度提高以後，農民在農閒時可以養豬，不但
增加農民收入，而且豬糞等有機肥料可以就地還田，少用氮肥，對於提
高耕地質量、農作物產出都有好處，是值得提倡的生態結合模式。」這
些本地豬都有農業龍頭企業統一配給仔豬、飼料，管理疫病情況等，相
比散戶養豬更為安全可靠。一旦這一模式全面推廣，還能提高本市豬肉
自給率。
松江「家庭農場」的優勢逐步顯現。更加重要的是，由於收入的提

高，農民從猶豫觀望到爭先承包「家庭農場」。許多過去喜歡外出打工的
年輕人，也紛紛返鄉。30歲出頭的沈萬英是一名新生代的「家庭農場
主」，她原本在一家電子企業上班，年收入還算可觀。當看到承包家庭農
場的村民紛紛致富後，她辭去「朝九晚五」的工作，來到田頭當起農
民。儘管今年才是種田的第三個年頭，但沈萬英的收入已大為改觀。

旅遊勝地：山青水秀文物多休閒度假好地方
松江是上海地面文物最為豐富的地區，在老城區中山路上分佈 唐代

的唐經幢、宋代的方塔、元代的清真寺、明代的照壁和清代的醉白池等
眾多文物，加上松江境內其他歷朝歷代的橋、塔、閣、樓等古代建築以
及園林、寺廟、街市、花木、碑雕等文化遺址和景觀，形成一批獨特的
人文景觀。松江一直享有「唐宋元明清，從古看到今」之譽。
上海佘山國家旅遊度假區位於上海西南，是全國12個國家旅遊度假區

之一，擁有上海唯一的自然山林風景資源。佘山度假區擁有九峰十二
山，自然風光秀美，人文景觀薈萃。有「九朵芙蓉墮淼茫」之美譽的九
峰名園別墅、亭榭樓閣星羅棋佈；清泉古井、明柚暗穴隨處可見。佘山
上有遠東第一大教堂——聖母大教堂、國內第一個天文台——佘山天文
台，這裡環境優美，植物資源豐富。天馬山歷史遺蹟豐富，最著名的當
屬建於北宋年間的世界第一斜塔護珠塔，另外還有天下第四大泉「濯月
泉」、留雲壁、斗姆閣、摹雲閣、三高士墓等。西晉著名文學家陸機、陸
雲曾居住的「二陸草堂」就坐落在小昆山山腰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近年來又先後建成了上海歡樂谷、上海辰山植物園等一批旅遊項目。
作為上海歷史文化的發祥地，松江擁有 豐富、蘊含獨特文化底蘊的

旅遊資源。松江將文化與旅遊緊密結合，以旅遊傳承「上海之根」文
化。今年9月17日至10月6日，松江成功舉辦了第十屆「上海之根」文化旅

遊節，僅長假9天接待的遊客已達62.4萬人次，同比增長44.11%，超過全
市增長數的20.11%，創歷史新高。松江將在未來五年以上海影視基地、
倉城勝強影視文化創意產業園和佘山文化影視產業基地為核心，整合各
類外圍景觀資源，打造松江影視文化產業園區，發展影視文化休閒旅
遊。車墩、勝強上海影視樂園「老上海元素」吸引了眾多影片和電視劇
在這裡拍攝。正如火如荼建設中的廣富林古文化遺址公園，古塔、寺
廟、古橋、園林、古樹、教堂、名人故居更是遊人探尋歷史的好場所。

交通發達：上海西南重要門戶 長三角重要節點城市
交通，是城市發展的命脈。松江是上海西南的重要門戶，這裡區位優

勢明顯，境內交通便捷，滬杭鐵路、滬杭高速公路、同三國道、嘉金高
速公路、滬青平高速公路、黃浦江貫穿松江境內，構成了聯接長三角的
大交通網絡。從這裡到上海虹橋機場的車程在20分鐘左右，到浦東國際機
場的車程為40分鐘左右。軌道交通9號線，縮短了松江與中心城區的距
離，跨入高鐵時代的松江，將進一步帶動城市化進程，推動從生產型城
市向消費型城市的轉型，拉動本區域旅遊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滬杭客運
專線與軌道交通9號線南延伸將實現無縫接駁，從浙江方向進入上海，又
增加了一條快速便捷的通道，鐵路金山支線、機場高速公路進一步密切
松江與長三角的聯繫。
大虹橋交通樞紐的建設為松江發展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虹橋交通樞

紐的建設，縮短了松江與江浙之間的距離，大大降低了周邊地區的商務
物流成本。松江正利用大交通的優勢，打造成為長三角重要節點城市。
未來32平方公里松江新城南部區域一期計劃導入人口36萬，將擁有高速

鐵路、城際鐵路、軌道交通、高速公路、城市主要公路幹線和黃浦江水
運幹線網絡，交通極為發達和便捷，將成為「十二五」期間松江經濟社
會發展最為迅速的地區之一。滬杭高鐵松江南站綜合客運樞紐銜接了滬

杭高鐵與軌道9號線南延伸段，將成為對外客運新的客流集散節點，並帶
動新城南部區域公交線網的發展完善，對於松江進一步融入長三角經濟
帶、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加快區域城鎮一體化進程和增強區位輻射
作用，意義重大。
結合「回歸自然，休閒度假」的佘山度假區定位，未來松江將通過引

入新能源公交線路、開闢雙層觀光巴士等項目，完善佘山旅遊公交線
網，打造松江公交新名片。同時，位於松江新城東北部，佔地面積約5500
畝的新城國際生態商務區，緊鄰嘉松公路與滬松公路，未來依托立體化
公交網絡，將成為松江區內商務資源較為集中、服務產業能級較高、具
有城市標誌性建築的功能區域。

宜居樂業：衣食住行舒適便捷 教育發達醫療惠民
海德格爾說，「人，要詩意的棲息」。「規劃設計好，綠化率高，空氣

好，視野開闊，生活便利，適宜居住⋯⋯」這是松江區市民對這座宜居
城市的最好評價。
松江有「衣被天下」的美稱，首先要歸功於黃道婆。由黃道婆引發的

「棉花革命」，極大促進了松江的棉紡織業，使松江經濟崛起於東海之濱，
史載「松江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史學家把這裡作為中國資本主義
萌芽課題研究的重要基地。
松江水土肥沃，盛產不少當地有名特色食品。松江四鰓鱸，自魏晉以

來就聞名全國，其肉嫩而肥，鮮而無腥，沒有細毛刺，滋味鮮美絕倫，
是野生魚類中最鮮美的一種。此外，還有倉橋水晶梨、松江黃桃、九亭
醬菜、黃浦江大閘蟹、松江紅菱、「老來青」大米、棗泥酥等讓人讚不
絕口的松江特產。
食品安全是民生重點。松江區委、區政府緊緊圍繞「創新驅動，轉型

發展」的總方針，立足長遠、整體規劃、分步實施、統籌推進，切實發
揮政府主導作用，紮實推進重點民生工作。積極探索體制下的區域食品
安全一體化監管體系建設，研究並有序推進轄區食品安全「一個主管領
導、一個協調機構、一個辦公區域、一個檢測中心、一個信息平台、一
個應急預案、一個責任主體、一個監管模式」的工作機制，全面提升區
域食品安全水平，讓市民吃到放心食品。
松江區目前綠化率已達43.79%，綠意盎然的松江新城中央公園，園中

綠樹成蔭，景色宜人，每當午後飯餘，周末節假日，來散步遊玩的市民
絡繹不絕。
松江商業十分繁榮，無論是大型的商業中心還是家門口的便利小店，

這裡應有盡有。在松江老城區，繁華的中山中路被稱作松江的南京路，
尤其周末，街上更是人流密集。而在新城區，於2006年正式上線運營的地
中海商業廣場則與繁華的中山中路商圈交相輝映，極大程度完善了新城
的商業配套。此外，松江商業廣場、9號線商業廣場、東明商圈也正陸續
成為人氣吸納地。松江城區之外，新橋、泗涇、九亭等浦北各鎮均擁有
自己的商業中心，即便在葉榭鎮等浦南地區，雙高商業廣場等商業大鱷
也在陸續登陸，而星羅棋佈的聯農超市則讓農村居民不用出家門就可以
採購到質優價美的商品。
為了促進產城結合，松江新城新規劃增加了兩大功能區，一個建設中

的松江新城國際生態商務區，面積2平方公里，按照小陸家嘴的模式規劃
建設。另一個是松江新城南部區域核心區，規劃面積3平方公里，為高端
綜合性商務區。「一城一帶兩翼三片」的格局，猶如為這裡插上雙翅，
新城建設規劃藍圖已經躍然紙上。
日常出行是郊區百姓最關注的問題。松江區在努力打造便捷的對外交

通網絡的同時，還積極建設發達的區內交通網絡。在松江城內，區公交
線路實行單一票價一元錢，公交卡刷卡實行優惠換乘，讓市民出行更為
方便實惠。公交村村通，讓村民外出的時候，一出家門就上車。
松江區的基礎教育近年來格外引人關注。松江區實驗小學推出的「樂

學」改革，在探究性教學中實施創新教育，培養學生的主體人格，使學
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創建於1904年上海市松江二中，初名松江府中學

堂，是上海市著名重點中學，上海市首批命名的實驗性、示範性高中。
這座具有百年歷史的中學，每年有一百多人次的學生獲國際、國內及市
級以上各類競賽評比獎項。
松江大學城作為中國最早一座規模化高等院校集聚區，佔地530萬平方

米。大學城內駐有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對外貿易學院、上海立信會計學
院、東華大學、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復旦大學上海視覺藝
術學院七所學校。松江大學城內資源共享，整個大學城內遍佈網絡接口。
宜居城市不僅要使居民住得舒適，還要解決群眾看病難的問題。佔地

400畝，總投資7億元的上海市三級甲等醫院——第一人民醫院落戶松江，
由專家教授把脈開方，方便了百姓看病生活。為進一步提高社區衛生服
務水平，松江區有效整合和優化區域醫療資源配置，建有區域醫學影像
診斷中心、遠程心電診斷中心、區域臨床檢驗中心等三個中心。今年，
已經進入常規運行的全社區覆蓋的遠程心電、醫學影像、臨床檢驗等三
大診斷系統，提供了百萬多人次的集中診斷服務，不僅達到了方便就
醫、促進下沉、節約資源、提高效率、降低費用等效果，而且也提高了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診斷水平和業務水平，加強了社區衛生服務的影響
力，提高了居民的認可度。
松江1260多年的深厚歷史文化蘊涵，以及豐富的旅遊資源、活力無限的

大學城、越來越完善的公共服務、方興未艾的現代商業和服務業⋯⋯正
越來越使這座古城煥發新的活力，成為人們的理想家園。

塞納河孕育了浪漫的巴黎，曼哈頓河托起了繁華的紐約，維多利亞港更成就

了香港的輝煌，上海這座百年之城，它的背後正是生生不息的母親河黃浦江。

松江是浦江之源。「百年上海看外灘，千年上海看松江。」上海開埠之前，

松江是上海地區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松江，上海歷史之根，海派文化之源。

松江古稱華亭，別稱有雲間、茸城、谷水等，自古就有「蘇松稅賦半天下」、

「魚米之鄉」、「衣被天下」的稱號。松江，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千年歷史古

韻，別具風騷。無論是馳名華夏畫壇的「松江畫派」，還是獨領一代風騷的「雲

間書派」；無論是「精巧疑鬼工，品價高一時」的緙絲，還是 「巧極天工，女

中神針」的顧繡，無不絢麗奪目，流芳百世。太康之英陸機，清逸灑脫陸雲，棉

紡織家黃道婆，文學家陳子龍，詩人夏完淳，學者施蟄存，書法家趙孟頫、董其

昌，書畫大師程十髮，這些歷史名人均出自松江。

老松江，歷史文化悠久。新松江，交通便捷，城市風貌中西合璧，旅遊資源

豐富，產城融合，吸引 海內外有志之士來這裡創業、安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苑娜、洪妍上海報道

■2011年，滬杭

高鐵通車，松江南

站正式啟用，奠定

了松江——上海西

南重要的樞紐，長

三角地區重要的節

點城市的地位。

■風景秀美的佘山國家級旅遊度假區

■位於松江境內的G60和G15交匯處鳥瞰圖

■廣富林古文化遺址公園效果圖

■發源於松江的顧繡，至今流傳近400年。

■松江社區市民晨練

■松江新城在2000年被確認為上海市郊「一城九鎮」試點的第一個新

城，經過5年多的時間於2006年基本建成，近年來城市功能不斷完善，

圖為發展中的新松江。

■金泖漁村 ■騎車穿行於優美的新城中

■上海辰山植物園

根深葉茂新松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