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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谷产业扮靓新城市

杜英姿：2015年，上海市奉

贤区参加韩国美容博览会时，

向全亚洲提出了“东方美谷”的

理念。奉贤区因何有此想法并

将深受女士青睐的化妆品作为

“东方美谷”的主导产业？

庄木弟：奉贤区根据上海
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区
位优势，选择美丽健康产业作
为最有活力的发展引擎；奉贤
区原有化妆品企业众多，产业
基础良好；上海市海派文化比
较优势明显，利于品牌塑造；再
加上国际化的大都市，资金充
裕，便于运营。这些都是奉贤
区选择以化妆品为主导产业的
条件基础。

杜英姿：据悉，2019年“东

方美谷”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363亿元。短短四年，产业

规模占上海市相关行业的四成

以上，有何奥秘？

庄木弟：我们选择跨界以
至无界的发展路径，特色做特、
优势做优、长板拉长。一是政
策上有支持性文件，有捅破天
花板的激情，聚集人力、土地、
资金三大资源倾力发展。二是
奉贤区的投资环境良好，我们
有金牌店小二、创造梦之队，做
到对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
扰”。三是品牌影响力带来产
业集聚效应。今年年初，世界
知名化妆品企业资生堂成功入
驻“东方美谷”，不久还将迎来
欧莱雅。最后是及时捕捉市场
的需求。目前，国内化妆品消
费规模只有美国的1/10，化妆
品消费市场空间很大并具有强
大的吸引力，有利于提升经济
内循环的运转效率。

杜英姿：截至 2019 年底，

“东方美谷”131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中，各类品牌达3000多

个，其中国际国内知名品牌135

个。那么，“东方美谷”在品牌

打造上有何良方？

庄木弟：奉贤区始终坚持
差异化发展，坚定不移地做强
实体经济、做优特色产业，从化
妆品到树立品牌，慢慢变成城
市品牌。奉贤区从文化空间和
物理空间，加强对“东方美谷”
品牌的营销，激发人们对城市
品牌的认知，把“东方美谷”和
城市发展融合起来，将品牌文
化和城市文化结合起来。“五五
购物节”期间，“东方美谷”推出
首个线上平台“美谷美购”，打
造“新电商、云空间”在线新经
济集聚地，向“千家品牌、千万
级流量、百亿级销售”目标迈
进。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美丽健康产业的优势进一
步凸显，表现抢眼，更坚定了我
区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杜英姿：您提出要把“东方

美谷”建成一个城市的平台、文

化的平台，如今它给奉贤区带

来了哪些变化和影响？

庄木弟：人民让城市伟大、
企业让城市强大、文化让城市
高大。目前，“东方美谷”品牌
价值已超110亿元。从产品销
售看，比如面膜，我国有1/4的
面膜产自奉贤区；从品牌角度
看，我们有国际品牌也有国内
品牌，比如去年国庆阅兵时女
兵专用的口红和底妆，生产企
业在奉贤区。从强链补链看，

“宠物经济”、检测服务、食品添
加剂等一批美丽健康特色产业

“野蛮”生长。从文化品牌看，
奉贤区实施全域“美育工程”，
让美育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
以“贤美”品牌涵养城市内生动
力。奉贤处于自贸区新片区，
我们因势而发，从“中国化妆品
产业之都”向“世界化妆品之
都”迈进。

美丽乡村富足新农民

杜英姿：城市是带动乡村

发展的火车头，身处上海国际

化大都市背景下的奉贤区如何

为乡村振兴谋篇布局？

庄木弟：奉贤区是上海乡
村振兴的主战场。过去的农村
都是“一个宅基，两个老人，一
个梦想”。梦想是致富，过上幸
福生活。然而由于城乡的差
距，或者说政策倾斜程度不够，
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多、生态环境好，又处
在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
却“捧着金饭碗要饭”。按照上
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造美
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的
目标要求，奉贤区提出打造“三
园一总部”“田园综合体”的乡
村振兴新样式，营造“田园牧歌
式”的“都市里的乡村、乡村里
的都市”，实现“城市乡村·空间
蝶化”。比如，吴房村已成为网
红村，庄行镇是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乡镇，今年全区“三园一总
部”税收预计可达 5亿多元。

“投我一个总部，还你一个庄
园”，现在很多企业都愿意到农
村发展，农耕文明、工商文明、
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一二三产联动发展。
如今，奉贤农村的景点多了、租
金涨了、产业发展了、江南水乡
的景致出现了、青年人多起来
了，呈现出了国际化大都市背
景下乡村振兴的生动局面。

杜英姿：您提出了一个不

断提高农民资产性收入和经营

性收入的“倍增计划”，在实践

中是如何落地见效的？

庄木弟：按照农民自愿原
则设定政策，我们推出“政策超
市”，农民有什么愿望我们配套
什么政策，“总有一款适合
您”。奉贤区把闲散资源激活，
对集体建设用地、存量用地进
行空间整合平移，每年新增农
民集中居住 100 万平方米以
上，每年新增集体物业100万
平方米以上，打造都市产业园
区，通过三年努力，使农民的资
产性收入和投资性收入实现翻

一番，彻底解决农民“捧着金饭
碗要饭”的窘境。

杜英姿：振兴乡村不能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奉贤区

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同时如何建

设留得住乡愁的美丽村貌？

庄木弟：乡村振兴要“看得
见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既
有的文化不能摧毁，要有大树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我们的追
求。奉贤区完整地保留了原有
的古镇集群，如冷江雨巷、青村
古镇、奉城古镇等。我们传承

“贤美文化”，使其在农村大地
生根开花，让农民既富口袋，又
富脑袋；建设“青春里”养老社
区，让老年人住得近、住得起、
住得惯，养老乐淘淘；开展“生
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实施

“美丽乡村·美丽约定”，让老百
姓自己出题目、自己做题目、自
我管理、自我完善，真正做到自
由、民主、科学，从而实现治理
现代化。总之，我们希望通过
这一系列措施，使乡村空间更
美丽，乡村文化更优雅，让老百
姓听得见乡音、看得见乡愁，把
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转化为老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美好营商惠及新片区

杜英姿：如今的奉贤城乡

经济一体推进，这离不开营商环

境的构建。您特别提出政府要

作好企业的“店小二”，对此，哪

些举措和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庄木弟：奉贤区始终以“打
造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营商环
境最优区之一”为目标，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一网通办、一网
情深；一网统管、一网打尽，无
限接近零审批，更简约；推动无
科层改革，更高效；对标最高最
好，更规范。减少一切可以减
少的环节，下放一切可以下放
的权力，取消一切可以取消的
审批。我们共减少环节近500
项，230种审批情形当场办结，
其中产业项目落地做到“六证

齐发”，拿到土地就可以开工，真
正实现了”一网办好一件事，一
网管好一座城”的目标。全区累
计企业数达到43万余户，占全
市1/4。去年10月，我区率先
发布了全国首个区域性法治化
营商环境指数，获评中国营商环
境特色50强和执行力奖。

杜英姿：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给企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

影响，奉贤区有何针对性的帮

扶政策？效果如何？

庄木弟：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以来，奉贤区坚持以确定性
对冲不确定性，在危机中育生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全面落实

“六稳”“六保”任务。我们坚持
开通线上直通车，坚持做驻区
企业“店小二”，补短板，除盲
区、接断层。我们发布了10条
企业扶持政策、9条企业复工措
施、8条“园中园”项目保姆式服
务办法，做到“一企一策”“一厂
一策”“一人一策”，精准到位。
奉贤区还创新发放了 1 万张

“梦圆小康就业券”，推进复工
复产。今年1—9月，奉贤区经
济发展不降反增，区级财政收
入同比增长3.1%。

杜英姿：临港自贸区新片

区为拥有优越营商环境的奉贤

带来新的发展良机。那么，奉

贤区该如何构建自贸区新片区

联动的新高地？

庄木弟：未来已来、未来无
限。奉贤区紧紧依托自贸区新
片区，及时成立对接机构，抢抓
新片区“政策从优、自动适用”
最大效应，按照市委书记李强
提出的要求，推动“三三工程”，
启动规划30万平方米总部商
务区、建设300万平方米高标
准产业物业、腾挪3000亩产业
用地，布局“未来空间”产业走
廊，着力打造奉贤发展的新载
体、新平台、新空间，实现园不
在大，有特则灵，把自贸区新片
区发展的愿景变成奉贤工作的
场景、变成发展的风景。

全国每4片面膜就有1片产自“东

方美谷”，这里有为农民量身定制“政策

超市”的美丽乡村，有以“无限接近零审

批”的美好营商环境……这里便是上海

市奉贤区打造的“三美”荟萃之地。扮

靓新城、振兴乡村、惠及企业，奉贤区在

新时代的自贸区新片区上创新发展，美

美与共。

那么，奉贤区的“三美”是如何打造

出来的？在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探索

出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和模

式？日前，中国城市报总编辑杜英姿带

队赴奉贤调研、采访，对话该区的决策

者和建设者，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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