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双百”古树推选结果近日公布，徐汇区天平路街道宋庆龄故居香樟古树

群入选全国 100 个“最美古树群”。 宗河 摄影报道

着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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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悬空老人‘一键’乘梯上下

楼，帮助被 5层楼阻隔多年未归的老人回

家，我想，这就是我们社区工作者的价值

所在。民有所呼，必有所应，真正把政府民

生工程落到实处。 ”这是徐汇区康健街道

玉兰园居民区社工李柳的工作感想。

在玉兰园居民区社工李柳所负责的

微网格内， 近期又有一栋楼正式签约加

梯。在喜讯的背后，楼栋加梯意见征询工

作曾是一波三折。在一次日常走访时，楼

内一位高龄且腿脚不便的居民因上下楼

有困难，向李柳表达了加梯的需求。考虑

到楼内老年人多， 于是李柳召集楼组开

碰头会， 对楼内全体业主进行加梯意愿

排摸，然而到了五楼，排摸工作卡壳了。

一位居民的房屋长期空关， 且这位居民

并不住在小区内，经过查询人房数据，李

柳联系到该居民， 并得知该户居民是一

位身体残疾的老人， 日常出行都要依靠

轮椅， 生活上也只能靠唯一的弟弟来照

料。 由于上下楼出行不便，无奈之下，兄

弟二人只能外住在别处的一楼。

李柳及时联系了当事人，和居民区书

记、居委主任以及加梯方上门拜访，进一步

了解到，老人是玉兰园的老居民，对小区有

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也想要回来居住。但楼

栋情况特殊，即使加梯，也只能错层入户，

平台离家门还有 8级台阶，这“一步之遥”

的距离还是阻碍了兄弟俩的回家之路。

李柳和居委社工多次与加梯方沟

通，并大量寻找相关案例和解决方案，终

于找到了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案：“可以借

电梯加装之际， 由业主出资， 安装爬楼

机。当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向业主

征询，大家协商讨论最终的可行性。 ”历

经波折的加梯梦终于可以实现了， 在满

足居民出行需求的同时， 也让老“康健

人”重回温暖熟悉的家。

如今， 玉兰园已有 7 台电梯建成并

投入使用，今年又新签约 13 台，加梯过

程中的点点滴滴， 都离不开社工的用心

走访。“走四百”走出温度，访出实效，助

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项“民心工程”真

正深入民心。

7台投入使用，新签约 13台

是时候“曝光”加梯背后这群人了

10 月 11 日， 在徐汇区科技创新推

进大会上，区委书记曹立强，区委副书

记、区长钟晓咏，共同为“徐汇区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中心”成立揭牌。 中心的成

立标志着徐汇区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的“旗舰店”，进一步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夯实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四

梁八柱”。

徐汇区是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也是上

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创新基因悠久，

创新基础雄厚。 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要

素在徐汇汇集、碰撞、聚变。 徐汇区汇集

了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期智研究院等标

杆性新型研发机构，100 多家国家级、市

级科研机构，13 所高等院校，8 家三甲医

院，外资企业总部及研发中心、科技小巨

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数量居中心城区

首位。 研发经费强度排名全市首位，年度

创业投资总量倍增，全市超三分之一高被

引科学家和超六成两院院士在徐汇生活、

工作，“大院、大所、大校、大企、大师”在此

云集。

徐汇区各类科研主体年发表国际学

术论文超 4.6 万篇，万人高价值专利拥有

量全市第一。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数

量居中心城区首位，创造显著的经济价值

和社会贡献。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服务先

行先试，全市半数国家职务科技成果权属

改革试点机构集聚徐汇，成立区科创投基

金投早投硬，引领社会资本共筑科创金融

高地。

为进一步服务好科创资源，主动探索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

度融合，着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水平。近年来，徐汇区率先发布《徐汇区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操作指导规程》《徐汇区

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

见》， 提供精准的流程梳理和专项政策供

给，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调动了高校

院所、医疗机构的积极性，但是还存在科

技成果转化的“隐性堵点”。为此徐汇区成

立了徐汇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着重

夯实 5 个功能，畅通科技成果“供给—转

化—落地”渠道。 （来源： 区科委）

（上接第 1 版）推进鑫耀中城一期保障房

竣工，鑫耀中城二期、越界锦和尚城二期

结构封顶。

同时加强规划统筹，加快推动漕宝

路科创轴带和桂林路沿线地块更新，释

放更多产业空间。 全面盘点吴中路、凯

旋路、中山西路沿线载体资源，补好文

体、休闲等公共配套功能，让城市建设更

贴近居民群众。 将漕开发拓展功能区打

造成综合型国际创新社区，形成集中展

示上海创新浓度、产出强度、经济密度的

产业创新增长极。

徐汇中城功能区

徐汇中城功能区涵盖漕河泾、凌云、

长桥街道。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重在

推进龙吴路拓宽二期、长华路拓宽二期、

天钥桥南路（龙恒路—龙兰路）等“六纵”

道路工程开工， 加快中城南片区收储腾

地。突出南北枢纽功能，打造产城融合发

展和现代都市产业的引领示范区。

从长远目标来看，徐汇区将通过强

化城区核心功能布局，加快推进中城功

能区南北交通路网贯通，研究地铁上盖

开发可行性， 推动区域形态功能提升。

打造“环华理”创新经济圈，积极承接

北、东、西三个功能区的产业溢出。

华泾门户功能区

近年来，华泾镇着力抓好高质量发

展，聚焦“新产业”“新经济”“新交通”“新

生态”“新治理”“新家园”“新群体”“新生

活”，全力打造“五宜新华泾”。

下半年，华泾镇（除滨江部分）重点

加快关港科技园地块腾地、北杨人工智

能小镇建设招商、华之门住宅项目结构

封顶，进一步完善产业、公共配套、生态

环境等功能。 将华泾门户功能区对标城

市副中心标准， 打造为科创重镇和生态

新城。

同时，极力加快北杨、华之门、关港

等区域规划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加强与漕开发、滨

江产业联动。 推进一批轨交、道路、泵站

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一批教育、养老、

卫生项目建设运行， 高标准建设环城生

态公园带（徐汇段）。

未来，徐汇将通过进一步摸清土地、

人口、载体等资源底数，优化资源配置，

使每个功能区的特色更加鲜明。 统筹各

方资源力量， 加快推动空间转型和布局

调整，五大集团军齐头并进，做到城区功

能跨越式提升，实现城市建设提速提质。

随着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人才的数

量与质量无疑是区域发展中至关重要

的一环，为了落实在上海建设高水平人

才高地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入实施人

才强区战略，徐汇区高层次人才研修班

应运而生。

10 月 12 日， 第二期徐汇区高层次

人才研修班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

与管理学院正式开班，区委常委、组织

部长、区委党校校长、区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区委人才办主任刘琪出

席并讲话，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

党委书记姜文宁出席并致辞。

徐汇区高层次人才研修班由徐汇

区委人才办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

管学院承办，结合徐汇区大院大所集中

的特色， 强化徐汇人才全生命周期服

务。 自 2022 年首期举办以来，受到了区

域内各类高层次人才的欢迎。

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一所传承百年

的名校，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

兴学”的信念，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着卓

著的教学经验及成果，而安泰经济与管

理学院也稳居中国顶尖商学院行列，在

国内外各项排名中均有优异表现。

本期研修班成员有区域大院大所

的创新人才、头部企业的产业人才，也有

区域重点培育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

的创新创业骨干，共计 40余位徐汇区高

层次人才齐聚。

研修班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教学、实

地访学等多种形式， 邀请相关“专家大

咖”与区域人才从新媒体、经济分析、能

源转型、 战略领导力等多个方面沟通讨

论、 思维碰撞， 进而迸发更多智慧与灵

感，让徐汇与人才共成长，同进步！

近悦远来 人才强区

徐汇区高层次人才研修班再次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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