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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张江将从“园区”升级为
“城区”，拟新增住宅建筑面积约920
万平方米，其中 890 万用于租赁住
宅。由上海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
浦东新区政府共同编制的《张江科学
城建设规划》经公众意见征求后，近
日已由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复。

构筑一心一核
多圈多点、森林绕城

张江科学城规划范围北至龙东
大道、东至外环-沪芦高速、南至下
盐公路、西至罗山路-沪奉高速，兼
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要求，总面积约
94平方公里。将衔接龙阳路枢纽、
国际旅游度假区等周边地区，总面积
约191平方公里。

张江科学城的规划定位，是以张
江高科技园区为基础，充分依托国家
实验室、高校和科研机构，突出科技
商务文化等创新要素复合，集聚全球
顶尖创新人才、国家大科学设施、高
水平专业院校、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
研发中心，转型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
球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之地、新产
业的培育之地；

成为以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和青
年创新人才为主，以科创为特色，集
创业工作、生活学习和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现代新型宜居城区和市级公共
中心，成为“科研要素更集聚、创新创
业更活跃、生活服务更完善、交通出
行更便捷、生态环境更优美、文化氛
围更浓厚”的世界一流科学城。

规划区域将落实《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6-2040）》的发展导向，
构筑“一心一核、多圈多点、森林绕
城”的空间格局。

“一心”：依托川杨河两岸地区并
结合国家实验室，集聚科创设施，引
入城市高等级公共服务和科技金融
等生产性服务，形成以科创为特色的
市级城市副中心。

“一核”：结合南部国际医学园
区，增加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形成南
部城市公共活动核心区。

“多圈”：依托以轨道交通为主的
公共交通站点，基本实现步行600米

社区生活圈全覆盖，强调多中心组团
式集约紧凑发展。“多点”：结合办公
楼、厂房改造设置分散、嵌入式众创
空间。

“森林绕城”：连接北侧张家浜和
西侧北蔡楔形绿地、东部外环绿带和
生态间隔带、南侧生态保育区形成科
学城绕城林带。

形成北、中、南
三大科创要素集群

根据《规划》，张江科学城将全力
推进国家大科学设施的落地实施。确
保上海光源二期、三期X射线自由电子
激光等项目，建设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高度集聚的先进光源设施群。同步考
虑为国家实验室建设预留空间。

同时，促进科创要素的集聚发
展，形成北、中、南三大科创要素集
群。北部依托国家实验室核心区，集
聚大科学设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
国家级科研院所。中部结合孙桥地
区和李政道实验室，集聚国际一流实
验室和科研院所。南部结合国际医
学园区，形成以医疗为特色的国际院
校、研究所集群。

《规划》指出，要加快创新产业高
端化和集群化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从
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转变。优
化产业和就业空间布局，依托张江北
区中试区、康桥产业区等，培育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促进产
学研一体化发展。规划高端制造业
用地，同时注重产业用地弹性。

居住鼓励城区
内外联动、租售并举

根据规划，张江科学城内部将通
过增加住宅满足就业人口居住需
求。但是，新增住宅建筑面积约920
万平方米，其中 890 万用于租赁住
宅，满足科学家和科创人才需求。科
学城鼓励通过城区内外联动、租售并
举的方式，为园区中工作的人群，提
供多样化的选择。

未来，张江科学城将大力提高教
育科研、居住、公共服务设施、绿地等
用地比例，地上地下统筹规划。据预
测，张江科学城规划范围内，可居住
的人口约70万，可提供约88万个就

业岗位。科学城内部，通过增加住
宅，满足50%以上就业人口居住需求。

张江科学城将配套多元、均等的
公共服务。比如，结合轨交站点构建
社区生活圈。针对居住、科研、商务
与产业社区不同需求，细化九项社区
设施配置要素和标准。其中，科研与
商务社区重点增加日常体育健身及
创业培训、婴幼儿托管设施等，落实
近期建设的基础教育、国际学校、国
际医院选址，并依托城市副中心设置
一批高能级文化设施。

要建立“轨道交通+局域线中运
量”的公交发展模式。优化对外道路
衔接，提升路网贯通性，分区域、分类
型加密路网及慢行通道。

单位打开围墙
将“道路”转型为“街道”

根据《规划》，张江将进一步打造
促进交流的公共空间。鼓励企业、单
位打开围墙，将“道路”转型为“街
道”，形成积极界面。结合川杨河两
岸、智慧河未来岛等地区改造，设置
丰富连贯的滨水绿地广场和小尺度
园林。打造广场、绿地等尺度宜人的
驻留场所。结合生态绿地、滨水绿地
和道路绿带设置步行道和自行车道
网络。

构筑以生态绿地为基底，以外环
湿地公园为核心，以各级水系和滨河
道路绿带为骨架的水绿生态系统。
保护并恢复现状水网肌理，确保水面
率不低于10%。

《规划》要求营造富有魅力的城
市文化，比如修复张江老街特色，保
护横沔古镇龟城格局，将浦东水泥厂
改造成科学城文化创意地标等。

此外，张江科学城将落实的4个
“一批”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包括：一批
重大科学设施项目（上海光源二期、
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超强超短激
光、活细胞成像平台、李政道实验室
等）；一批公共设施配套项目（张江科
学会堂、人才公寓、未来公园等）；一
批生态环境项目（川杨河、智慧河两
岸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轨道交通
13 号线、龙东大道快速化等），到
2020年基本形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基础框架目标。

市中心设置建筑垃圾
中转分拣场所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本市建
筑垃圾从2012年起每年均有1亿吨
左右，目前中心城区均已设置相应
的中转分拣场所，郊区按街镇也设
置了中转分拣场所，其中部分中转
分拣场所已开始使用机械化分拣。
这是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
星昨天在2017“夏令热线”现场透露
的消息。

本市建筑渣土产生量逐年增
长，从 2006 年近 2200 万吨，到 2012
年之后的 1 亿吨左右，为进一步明
确拆房垃圾和装修垃圾分拣要求，规
范处置渠道和方式，市住建委、市绿
化市容局等7部委联合 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拆房（拆违）垃圾
和装修垃圾收运处置工作的通知》和
《关于规范本市装修垃圾分拣残渣转
运、处置的通知》，通过相关通知发
布，对本市拆房垃圾和装修垃圾的管
理职责、处置流程、分拣标准、消纳方
式做了明确说明，有了文件的支撑，
对拆房垃圾和装修垃圾逐步趋向规
范化管理迈出坚实一步。

根据相关管理要求，各区需要
设置相应的装修垃圾分拣场所，对
辖区内的装修垃圾做到必须分拣，
目前中心城区均已设置相应的中转
分拣场所，郊区按街镇也设置了中
转分拣场所，其中部分中转分拣场
所已开始使用机械化分拣，大部分
区目前还在使用人工分拣阶段，但
也在逐步考虑采用机械化分拣的方
式进行作业，今后将建立一套标准
化的分拣处置流程。

今后本市将通过建立建筑垃圾
源头分类减量管理体系、落实建设施
工单位、拆房单位和小区物业等产生
者源头申报制度，建立健全建筑垃圾
分类申报信息化管理平台。推广装
配式建筑和全装修房，减少建筑垃圾
产生。鼓励建筑工地建筑垃圾区域
内排放自平衡，积极推进建筑工地垃
圾“零排放”。

第四批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将启动

记者7日从环境保护部了解到，
近日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将全
面启动，分别对吉林、浙江、山东、海
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工作，实现
对全国各省（区、市）督察全覆盖。

根据安排，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将于8月7日至15日陆续实施
督察进驻。拟重点督察省级党委和
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重要批
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情况；省级有关部门环境保护职
责落实和工作推进情况；地市环境保
护工作实施情况。重点盯住中央高
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
劣的突出环境问题及其处理情况；重
点检查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
域、流域及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
群众反映的身边环境问题的立行立
改情况。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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