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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年主要任务

（摘要）

———2023年 1月 4日在上海市徐汇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上海市徐汇区区长 钟晓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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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着力稳住大盘

经济加速恢复重振

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四大战略产业集群加快迈向千亿级

预计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3%

引入首店 160 家

预计商品销售总额完成 7695 亿元

预计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770 亿

元

预计全年实到外资 12.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1.9%）

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068 亿元

（同比增长 5.5％）

星环科技在科创板成功上市

获评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

区

发布首个区级层面元宇宙支持政策

漕河泾“元创未来”元宇宙产业创新园

获评上海市首批元宇宙特色产业园区

成立上海绿色低碳城市产业联盟

科创策源功能不断强化

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一揽子做好浦江实验室落地运行保障

以及永久基地建设前期准备

持续推动成果转化

区域型 TTO 平台累计转化 51 个项目，

涉及金额超 5 亿元

持续打造知识产权高地

成功申报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

试点城区

持续加强人才工作

推选命名 186 位年度徐汇区“光启人

才”

区级人才公寓总量达 5389 套，全年共

为 369 家单位、1845 位人才提供租房

补贴 2025 万元

招商营商工作取得成效

企业新设压缩至 2 小时发照

发布区“27 条”， 累计支出惠企资金

37.55 亿元

三批 41 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引进亿元级企业 9 户、 千万级企业 69

户

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5 家，累计外

资总部及研发中心 145 家， 位居中心

城区第一

年税收超亿元楼宇达 60 幢

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 徐汇交易

分团实现意向成交总金额 7.9 亿美元

（较上届增长 10%）

（二）

扩大有效投资

重大工程加压推进

重点区域建设全力推进

徐家汇中心 T1 塔楼竣工

天桥连廊二期贯通开放、 四期正式开

工

美罗城完成改造提升

徐家汇体育公园及周边配套推进建设

徐汇滨江形成“一港一谷一城一场一

湾一心”六大组团布局

漕开发航天科技城工程全面推进

华泾地区对标城市副中心， 加快配套

设施建设

北杨人工智能小镇全面开工

重大工程建设有力实施

轨道交通 23 号线徐汇段站点完成腾

地

龙腾大道最后 100 米断点贯通

漕开发、 徐汇滨江等重点区域一批配

套道路开工建设

龙吴路拓宽一期完工

曲靖路建成通车

新增公共泊位 4370 个， 公共充电桩

599 个

“5+1+X”土地收储计划稳步推进，全年

收储土地 570 亩，出让土地 10 幅

（三）

坚持人民至上

民生服务持续改善

“三旧”变“三新”加力推进

启动 21 个地块、 约 4.7 万平方米的零

星旧改

启动 9 万平方米、2700 余户老旧房屋

成套改造

加快 17 个片区综合改造治理，全年开

工 300 万平方米、完工 100 万平方米

电梯加装签约 514 台，完工 295 台，完

工数位列全市第一

完成 28 个邻里汇“生活盒子”建设

新增市级早餐工程示范点 11 个

完成 5 家菜市场整体改造

民生保障底线坚决守牢

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

94.96%

全年救助各类对象约 32.8 万人次，支

出救助资金约 3.24 亿元

新增 9 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600

张养老床位、15 个老年助餐场所、8 家

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3 个社区创建成

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新增廉租房租金配租家庭 210 户，廉

租租金补贴 1817 户，新增供应保租房

4031 套（间）

各项社会事业深化发展

落实教育综合改革

建成 10 个托幼一体园

公办中小学实现空调全覆盖

“汇 e 学”徐汇终身教育云校获评教育

部全国社区教育创新实践项目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稳步推动医

联体建设

推进 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迁建

新增 2 家上海市示范性社区康复中

心。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

展复核荣获优秀

上海文旅中心建成开放

徐家汇书院开放试运营

“武康路—安福路”获评首批国家级旅

游休闲街区

西岸美术馆大道、 安福路文艺街区获

评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

黄道婆纪念公园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

深化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

全年新增体育场地面积超过 5 万平方

米

（四）

聚焦精细智能

治理能级不断提升

“两网建设”深入推进

深化“一网通办”

完成 39 个延伸服务点布设

新增 11 项“一件事”及“好办”“快办”

事项

做强“一网统管”

在全市率先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

开展数字孪生城市建设

开发上线数字化赋能疫情防控系统

精细治理持续深化

完成 17 条风貌道路全要素治理

启动 52 条景观道路建设

全年共完成 30 公里架空线入地，完成

量居全市第一

完成龙水南路泵站迁建

实现 4.6 公里河道岸线贯通和景观提

升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达 90%

桂江路绿地五期竣工

新增 6 座口袋公园及 12 座街心花园

新增各类绿地 11.28 公顷

建成一批新能源示范项目和光伏项目

基层治理全面夯实

创新深化片区治理机制

开展居委会建制调整

开展拆违“百日攻坚”行动，拆除违法

建筑 1251 处、9.3 万平方米

完成 38 处非法规模化租赁场所清退

整治

（五）

坚持平急结合

城区韧性持续增强

大上海保卫战取得胜利

坚决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

建立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指挥体系

筑牢社会面管控防线、 做好生活物资

保供

常态化疫情防控毫不松懈

2022 年 6 月 1 日以后， 持续健全常态

化防控机制， 筹措常态化隔离房源

7000 间， 布设 896 个常态化核酸采样

点

全面提升医疗救治能力

发热门诊日最大接诊能力从 288 人次

提升至 1000 人次

重症床位数提升至每 10 万人近 20

张，设置亚定点医院床位 671 张

加强健康科普宣传和政策解读

保障居民就医买药需求

多措并举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

城区安全有效保障

建立健全三大应急管理体系

安全风险防控

自然灾害防治

城运应急

推进社区消防安全“微基建”

106 个居民小区新建微型消防站

为 86 个老旧小区集中充电场所加装

消防设施

实现全区住宅小区非机动车集中充电

设施全覆盖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推出全市首个餐饮行业“双指引”

成功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一）

优化产业布局

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强化中心辐射功能

大力引进一批全球 50 强、100 强机构

加快徐家汇、徐汇滨江等区域高端商务载

体建设

开展一系列首发首展首秀活动

加快重大工程超前谋划、储备和开竣工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着重发展更高

能级的总部经济

推动四大产业集群提质扩量

打造数字经济产业新引擎

培育生命健康产业新亮点

做强文化创意产业新优势

构筑现代金融产业新动能

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营造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制

度环境

集聚一批头部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

成长性企业

全面提升楼宇入驻率、属地率和贡献度

力争纳统楼宇属地率提升至 60%

年税收超亿元楼宇达到 70 幢

持续实施助企纾困政策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积极吸引央企跨区域整合资源，将全球总

部、第二总部、事业部总部等落户徐汇

（二）

聚焦科教人才

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学前教育

高质普惠便捷发展

新增 10 所托幼一体园

启动南站地区配套中学等一批中小学项

目

加快复旦附中徐汇校区建设

推动南部职教中心建成开学

支持“双一流”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深化对接大院大所大校大企

探索构建“1+N”升级版“TTO”平台体系

做强徐汇资本国资创投平台

支持区域内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

鼓励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

深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市试点城区建

设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精准发力元宇宙产业

加快培育绿色低碳产业

积极拓展智能终端产业

全力打造人才高地

优化“光启人才行动计划”

引进“高精尖缺”人才

持续推进人才安居工程，多渠道筹措人才

公寓 1400 套

完善“人才港”等服务体系

（三）

畅通循环联动

持续优化城区发展格局

深化重点区域功能

徐家汇地区

加快推进天桥连廊三、四、五期建设

徐家汇体育公园“两馆一建”及二期完工

徐汇滨江

“西进”联动西岸数智中心

“南拓”推进西岸热力秀场、西岸生命蓝湾

规划建设和产业导入

漕河泾开发区

“东进”拓展产业空间

促进优势产业溢出与滨江链接、向华泾导入

华泾地区

加快北杨人工智能小镇项目建设

推动华之门地块源头招商和开工建设

全面完善交通路网

分批实施 96 条、近 47 公里市政道路新改

扩工程

年内新改扩建道路 38 条、18.2 公里

推动轨交 23 号线徐汇段站点全面开工

启动漕宝路快速路东延伸工程

加快推进龙吴路功能提升等南北交通“六

纵”项目

推动徐家汇、徐汇滨江、漕开发等区域配

套道路开竣工

启动新一轮“5+1+X”城市更新计划

（四）

建设人民城市

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期待

大力改善居住条件

加速推进 26 万平方米不成套职工住宅和

小梁薄板房屋改造，年内启动剩余 38 幢、

6 万平方米

新启动 300 万平方米旧住房修缮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新签约 500 台、新

开工 300 台

新增保租房供应 2000 套、廉租房租金配

租家庭 200 户

全力保障基础民生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推进长护险试点和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化

建设

加快“乐龄汇”项目竣工投用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快区公共卫生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等项

目开工

推动南部医疗中心以及 3 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竣工投用

加强粮食安全保障

新建改建 5 个菜市场

推进平价肉菜专柜建设

持续提升城区软实力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资源

做强“徐汇文化 C 圈”，打造更多“文旅 +”

新空间

争创国家体育消费示范城市

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

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形成“街镇—片区—居民区—微网格—楼

组”五级组织架构

创新街镇治理体系

强化片区治理机制

增强居民区自治共治能力

大力实施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提升计划

完善邻里汇“生活盒子”规划布局

年内新建和提升 11 个“生活盒子”

（五）

系统集成示范

引领城区现代化治理

提升精细治理能级

完成复兴中路等 39 条道路治理

启动 29 条、31 公里“美丽街区”景观道路

建设

实施 35 公里架空线入地工程

树立数字治理样板

深化“12345”热线办理、社区治理、精准营

商等重点场景

升级移动政务系统，完善 7×24 小时工作

机制

打造绿色生态空间

打造“两环一带、贯通南北”的滨水步道

PM2.5 平均值不高于 32 微克 / 立方米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不低于 85%

深入实施绿色徐汇点线面提升计划

积极建设“无废城市”

（六）

强化风险应对

全面打造韧性城市标杆

优化疫情防控工作

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加强医疗资源储备，做实分级分类诊疗

做好重点人群健康情况摸底及分类管理

持续扩大疫苗接种覆盖面

维护城区安全运行

持续深化“3461”安全工作体系

做好老旧电梯安全风险评估

推动常态化群租整治和违法建筑拆除

深化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

巩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成效

提升城区安全韧性

制定防灾减灾长期规划

推进 4 个社区灾害综合监测预警试点

推动 25 万平方米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认

定

筹建区级、街镇、居委救灾物资储备仓库

和储备点

推进地下空间精细化管理和公益化使用

深化海绵城市建设

建成 2 平方公里海绵城市达标区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

埋头苦干、踔厉前行

建设新徐汇、再造新徐汇

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