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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

♥♥
结婚启事♥♥
新郎王成峰与新

娘尹茜于 公 历 2025

年 3 月 4 日正式结为

夫妇。特此登报，敬

告亲友，亦作留念。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从“零号湾”到“大零号湾”，
今年正好整十年。“大零号湾”是上海目
前唯一一个以“科技创新策源”定位的功
能区，也是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的重要承载区。近年来，闵行区稳步推
进“大零号湾”建设，技术、资本、人才、载
体等创新资源和要素不断集聚。昨天，
记者从闵行区人才工作局获悉，“海聚英
才”创业城（以下简称“海创城”）的地标
建筑——大零号湾科创成果转化中心建
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将于今年9月在

“大零号湾”启用。
“海创城”坐拥上海交大、华师大两

所高校、千余家创新型企业与研发机构、
万余名菁英创客、10万名高校人才；建
成有大零号湾科创大厦等50万平方米
创新孵化平台，以及150万平方米产业
载体；提供国际科学家社区、大零号湾会
议中心等高能级配套服务设施。

依托这些绝佳的资源禀赋，“海创
城”将以“聚、创、链、融”为路径，聚焦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三大产业，
对应策源期、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
熟期企业，打造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
创新生态系统，推动科技成果“从0到1
到N”的转化，着力招引学术精英、科研专
家、企业家领袖等创新创业人才，形成人
才热带雨林，共同努力成就世界级创新
创业生态城。

据介绍，“海创城”将重点打造
“Space+Service+Spread”三大创新体系：

Space——“城、园、厅、器、站”创新载
体体系。优化城市功能空间、建设前沿智
造产业园、打造国际人才会客厅、建设创

新创业孵化器、配套高品质生活驿站。
Service——“院、课、营、赛、社”人才培

育体系。以海聚英才创业学院为核心阵
地，提供实战产业课程、打造校企联合营地、
举办创新巅峰赛事、链接创业先锋社群。

Spread——“人城联动、云实融合”
的品牌场景体系。打造“海聚英才创业
城”品牌标识，服务“人才”品牌活动，结
合“海创城”实体空间场景，搭建“海创
云”虚拟社区平台。

同时，“海创城”将着力构建“四个
一”的空间结构：塑造“一个创业地标”，
以大零号湾科创成果转化中心为核心，
建设“海聚英才”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
为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营造“一群源创
聚落”，围绕上海交大、华师大建设“环高
校”源创聚落，依托T字形区、常青园区、
紫竹高新区、江川滨江建设四片产业源
创聚落，形成各具特色的双创集群；形成

“一湾科创水岸”，以闵行人才公园为起
始，纵向延伸北横泾科创水岸，进而横向
串联黄浦江南滨江岸线，打造科技、文
化、生态共生共荣的活力水岸；打造“一
环成长赛道”，倚靠浦江之畔、延展科创
水岸，串联企业、高校、产业园区、人才社
区等载体，形成一个促进知识、技术、人
才流动的共创赛道。

建设“海创城”是闵行区落实市委组
织部、市人才工作局“七个一”人才服务
项目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闵行区2025
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创新举措之一，
将进一步涵养近悦远来的人才综合生
态，构建“聚上海 创未来 链全球 融无
界”发展体系，形成体制最灵活、人才最
密集、创新最活跃的人才“高峰”，真正实
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C919大型客机总装制造能
力今年将进一步提升。3月3日，浦东新
区举行2024年度浦东新区重点工程实
事立功竞赛表彰暨2025年度重大工程
建设动员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新
区安排重大工程正式项目433项，年度
投资约1692亿元。

2024年，浦东推动重大工程和实事
项目建设交出高分答卷。全年465项新
区重大工程完成投资1720亿元、超年度
计划3个百分点，实现新开工123项、竣
工86项；62项落地新区市级重大工程完
成投资920亿元，占全市投资40%，市级
重大工程建设推进蝉联全市考评第一；
64项民生实事项目均比原计划提前一个
月实施完成。

2025年，新区安排重大工程正式项
目433项，年度投资约1692亿元，涵盖科
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
民生四大类。推动科技产业发展方面，
围绕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提升先进制造
业能级、推动“五个中心”核心功能深度
融合，全年安排项目186项，年度投资约
1212亿元。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聚焦全力打造集航空、国铁、城际铁
路、市域铁路、市区轨交线为一体的综合
交通网络，安排项目114项，年度投资约
307亿元。推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聚焦
建设“美丽浦东”，安排项目81项，年度
投资约89亿元。推动社会民生建设方
面，聚焦夯实底线民生、保障基本民生、
打造品质民生，安排项目52项，年度投
资约84亿元。

全年按照“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

工一批、储备一批”滚动推进思路，针
对不同项目、根据不同阶段，分类施
策、精准发力，跑出重大工程建设推进

“加速度”。
促新建项目快开工，全年计划实现

新开工109项，包括C919大型客机总装
制造能力提升建设、齐鲁制药创新药物
全球研发总部（一期）、上海超导二代高
温超导带材生产及总部基地等科技产业
类36项，华夏高架路增设匝道工程等城
市基础设施类29项，古钟园建设等生态
环境类30项，曙光医院东院新建门急诊
综合楼、龙华医院航头院区二期等社会
民生类项目14项，着力突破工程方案、
要素保障、动迁腾地“三个难点”。

促在建项目强品质，推进220项结
转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包括华力二期等
科技产业类 114 项、周邓快速路（S3-
G1503）新建工程等城市基础设施类43
项、北蔡楔形绿地等生态环境类40项、
张江粮库改建工程等社会民生类23项，
重点把好“质量关”“安全关”“文明关”，
把每一项重大工程都建设成为精品工
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

促竣工项目早投用，全年计划竣工
投用重大工程104项，同比增长20.9%。
包括蓝帆医疗科创总部及产业化基地、
思特威全球总部园区等科技产业类36
项，金科路（金海路-金桥路）改建工程等
城市基础设施类42项，金桥区域排水系
统初期雨水治理工程等生态环境类11
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浦东校区、上海
长征医院浦东新院、浦东新区社会福利
院二期新建工程等社会民生类15项，重
点抓好本体验收提速、周边配套提质、移
交接管提效。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3月1日起，《上海市体育健
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
法（试行）》（简称《实施办法》）正式施行。
青年报记者采访获悉，传统的大额年付模
式正面临转型，不少健身房已开始在线上
平台推出按次付费、按月付费的短期课团
购新模式，积极拥抱新政。

根据《实施办法》，3月1日新政落地
后，健身房经营者售卡需遵循“三限”要
求：一次性收取会籍类预付款金额在5000
元以下、时长在24个月以下；课时类预付
款金额在 20000 元以下、次数在 60 次以
下；储值类预付款金额在5000元以下；经
营者对同一消费者收取各类预付凭证预
付款总计不得超过20000元。

在响应新政的过程中，大型传统健身
房受到的冲击最大。一家大型传统健身
房的相关负责人低调地向记者透露，门店
会借助新政推出系列举措，比如调整课程
设置、优化薪资激励体系等，借此变革传
统经营模式。这个过程，核心是需要推动

“销售+服务”的教练模式向更高效、更纯
粹的“纯服务”模式转型，短期必然会经历
阵痛。但该负责人坦言，传统健身房向短
期课付费模式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记者在大众点评上看到，位于浦东的
发条鸭无人健身房有14.9元一张的团购体
验券，除了单次健身卡之外，还有3次卡、7

天周卡以及199元30天健身月卡等不同的
次卡类型，新老用户均可购买使用。

记者发现，除了发条鸭这类新型自助
健身场馆，乐刻、超级猩猩等头部连锁品
牌，都是按次付费健身模式的践行者。来
自美团方面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日，上
海地区提供月卡等短期课团购的健身商
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88%。近两周，上海

“周卡”“月卡”的健身团购交易额翻倍增
长。这意味着，灵活的短期课团购，成为
越来越多健身房在新政下的破局选择。

采访中，大多数年轻人对于短期月付
还是很欢迎的。

“相较于连续 3~5 年的大额充值办
卡，健身周卡、月卡可能是我今后锻炼的
首选，灵活度更高，不用担心健身房跑
路，心理压力也小一点。”95后消费者李
浩说。

“我们是小区自己的健身房，不对外，
健身是免费的，但是会有机构派教练驻扎
在那里，私教是收费的。”市民马女士给15
岁的儿子购买了私教服务，4500元10次，
用完再续，因为本来每次收费就在5000元
以内，所以感觉新政对自己没啥影响。

市体育局方面表示，《实施办法》制定
期间，在行业内对首创的“三限”标准进行
了充分调研，不少新型健身房在新规落地
前已创新经营模式，摆脱粗放经营，优化
成本结构，转向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的可持
续发展路径。

全年安排重大工程433项

投资额为
历年之最

沪上健身预付新政落地 按次按月付费渐成商家共识

▲只有经
营 者 顺 势 而
为，健身行业
才能可持续地
发展，让市民
更愿意消费，
更享受健身。

青年报记
者 吴恺 摄

■闵行区

打造人才最优生态

科创地标
九月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