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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五、上海郊区经济发展与水利现代化工作重点 13、浦

东新区 浦东新区到2010年基本形成体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

城区水平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基本形成与现代城市功能

相适应的产业发展格局，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体

系和产业发展体系。浦东新区内外环线之间为高新技术产业

带，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都市农业；外环线以外

为滨江临海发展带，主要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和生态农业。 浦

东新区按照“防汛、排涝、治污”三结合的要求和建设“绿

色水都”的目标开展水利建设；以河道整治为重点，推动全

区的水利建设，提高水安全程度，提高河道自净能力，加快

城市水环境建设和水环境保护，以环保、绿化、市容整治和

防灾为重点，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 14、闵行区 闵行区按上海市总体规划，定位为生态园林

城区，初步形成研发机构的集聚高地。 闵行区农业设施由城

郊型向都市型转化，建成了鲁汇、北桥两个市级三高粮田和

高优示范区，建成了12个设施齐全，具有观光休闲功能的现

代化园艺场。 闵行区水利建设以“建成与国际大都市郊区相

匹配的、规划科学、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环境良好的现代

化郊区水利体系”为目标，以沟通河道水系为重点，在一线

防洪措施健全的基础上，加强内涝的治理，提高机排能力；

结合骨干河道的治理，严格控制水面率，确保新城区和现代

农业区的优质水环境。 15、嘉定区 嘉定区立足长三角联动发



展的大背景，全面实施科教兴区的发展战略，打造一个枢纽

型的、具有综合辐射功能的中等城市。嘉定区传统农业以种

植粮食、蔬菜、林果和养殖畜禽、水产为主，白蒜、食用菌

、黄草织品是传统的出口农产品，特种水产品等名特优农副

产品不断发展。 嘉定区的水利建设按照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要求，保护好嘉定环城河水系，创建一个优美的生态水环

境；完成分片外围控制，配合苏州河的治理，理顺藻南片水

系，加大水循环动力，改善片内河道水质，嘉宝北片在已建

工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做好水位控制、水资源调度，有

序地引入长江水资源，改善水环境，营造水文化，充分发挥

已建工程效益。 16、宝山区 宝山区到2020年建设成为与上海

国际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滨江新城，形成精品钢及其

延伸业基地、世界级的造船基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

组成部分，形成符合现代化大都市和宝山特点的城乡一体化

协调发展的城镇布局和空间形态。区内重点建设罗店、罗泾

及两岛的现代生态农业开发园区，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形成

各具特色的农业区。 宝山区水利建设结合河网水系的整治，

引清调水，保护河道水质，加强两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低洼圩区的除涝能力，改善灌溉排涝条件，为现代化

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水环境。 17、南汇区 南汇区的洋山国

际深水港建设及临港新城产业区建设，标志着上海新一轮经

济发展建设重心东移，使南汇从上海的腹地，转变为上海现

代化建设的前沿主战场，成为上海21世纪发展的战略重地。

南汇区的都市农业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区的布局，重点建设

沿河、沿路农林经济区，强化休闲、旅游功能，通过走产业

融合之路，逐步建成与经济、社会、生态功能相协调的都市



型现代农业框架。 南汇区的水利现代化建设，在夹塘地区水

系整治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尽早彻底打通夹塘地区的水系；

治理大治河，加大淡水引进力度，改善东南部地区的水质，

确保临港新城供应；配合洋山港建设，形成港区集疏为主要

功能的四级内河运网；完善垦区排水系统，治理土壤盐碱化

，以适应本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18、奉贤区 奉贤区把

握上海将在南部滨海地区打造世界级城市产业经济带的发展

机遇，建设成为布局合理、功能协调、环境优美、实力强劲

的现代化滨海新城。奉贤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各类特

色基地建设，积极拓展水产养殖基地，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园

区，发挥园区示范辐射作用，推动农业发展融入城市经济。 

奉贤区东部继续完成夹塘地区水系整治建设，西部地区以防

洪除涝配套工程为重点，开展圩区达标工程与保平安工程的

建设。提高全区的引淡排涝能力，疏浚河道，大力推进环境

建设与环境保护。 19、松江区 松江区将建成与上海工业新高

地相配套的制造业和出口创汇基地；与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相

适应的旅游休闲基地，与上海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求

相匹配的都市绿色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与上海构筑人才新高

地相一致的人才培养基地。松江区的农业具有区域化特色，

浦南地区形成了蔬菜、瓜果、特种水产等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东北片重点发展花卉苗木业，西北片以果品、经济林、观

光旅游农业为发展重点。 松江区的水利现代化建设，在保证

防洪除涝安全的前提下，改造完善水闸、泵站设施；在城市

化地区，将原有农业圩区合并为城市圩区，建成河、湖相连

的城市圩区水系，提高排涝标准；松江区的黄浦江段是上海

市的供水水源，要保护好水源水质；围绕农业现代园区的建



设，充分利用自然降水资源，通过人工湿地净化水质，为种

植花卉、蔬菜等经济作物提供洁净的灌溉水源。 20、金山区 

金山区按照《金山区区域规划发展纲要》的要求，将建设成

为集绿色化工、制造工业、现代物流、都市农业、电子信息

、特色文化于一体的现代化上海南翼滨海新城。金山现代农

业，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种源、设施、休闲、创汇特征

，集种养、加工、示范、展示、培训、旅游观光和国际交流

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金山区的现代水利建设，需在保

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金山区郊区水利总体规划，进一

步提高除涝降渍标准，提高灌排工程配套率； 西部低洼地区

应进一步理顺水系，优化圩区配置；东部地区开辟南排杭州

湾的排水通道，为滨海工业区及新城加大引淡力度，加强全

市百万亩粮田项目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21、青浦区 

青浦按照市委提出的把青浦建成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相协

调、功能相配套的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绿色工业区，体现

古文化、水文化特色的休闲旅游区 。青浦区农业，充分发挥

青浦的区域优势和产品优势，发展具有水乡特色的优质农产

品的生产规模，加快青浦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青浦区的

水利建设，完善水利片的外围控制工程，增加青松大控制排

涝动力、加强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切实抓好淀山湖及中小

河道环境整治，加快城市圩区的建设。 22、崇明县 上海市城

市总体规划对崇明岛的发展定位为21世纪上海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战略空间。生态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

人类生态环境与生态活动的示范岛区”。崇明作为上海唯一

的郊县，在现代生态产业培育中，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线，

重点发展绿色农业、绿色食品、绿色现代工业园区、绿色家



园、绿色生态旅游业，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充分发挥生

态资源优势，努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将崇明岛建成上海重

要的绿色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根据崇明确立为生态岛的功能

定位，大力整治全岛水系，开拓与保护好淡水资源，大力维

护好岛屿东滩、北滩等一系列海涂湿地，实施国家大型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加强新围垦土地的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为实施全市百万亩粮田项目提供良好条件。 六、建设

上海郊区水利现代化的重点工程 23、一城九镇及中心镇的生

态水环境建设 21世纪的上海郊区，将依据上海市城市和土地

利用的总体规划，依托重大经济项目和骨干交通建设，重点

发展新城和中心镇，加快郊区产业的集聚，促进人口的有序

集中，构筑上海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

化的城镇群和都市经济圈。“一城九镇”的建设，使郊区的

城镇化水平从现有的45％提高到60％；到2020年，基本完成

现代城镇体系建设，建成11个新城、22个左右的中心镇，形

成沿江、沿海和沿沪宁、沪杭等高速公路组团式发展的新兴

城镇群，使城镇化水平达到75%以上。 配合“一城九镇”和

中心镇建设，要加强中心城镇与重点镇区水域的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重点城镇的河道整治要与本地区发展相结合，与城

镇发展相结合、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保护、调度、开发、持

续发展相结合，与改善生态环境相结合，要立足于都市型农

业的建设，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体现人与坏

境的和谐统一，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10年

完成一城九镇的现化水利建设，2015年完成11个新城、22个

左右的中心镇的现化水利建设。 24、夹塘地区水系整治 浦东

夹塘地区是钦公塘以外和现一线海塘之间的土地。是历代先



人在长江口、杭州湾往外淤长的基础上，历年围圈，层层叠

加而形成，造成该区排涝和淡水供给不便，极易引起旱、涝

、咸、污等自然灾害。 夹塘地区水系整治一期工程建设的重

点是理顺水系、疏拓河道、增加出海口，这些工程建设的成

果与芦潮港新城和深水港建设开发的需求相匹配，同时为今

后交通航运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一期工程建设，清

除所有河道中的隔水坝、阻水涵闸，理顺引水通道，以解决

夹塘地区的淡水水源问题，并通过必要的工程配套，为水资

源的调度创造必要条件，改善该地区的水环境，从而也使水

土盐碱化得以改良。 根据《夹塘地区水系规划》，在一期工

程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临港新城建设，解决临港

新城及滴水湖的淡水水源问题，开展夹塘地区水系整治二期

工程建设。进一步疏拓从大治河引水的各条骨干河道，结合

临港新城水系规划以及防洪、排涝、调水、水环境、水景观

、交通航运等方面的要求，治理好与临港新城水系规划相匹

配的周边区域内和塘西地区的内河水系网，同时要进一步对

小型镇村级河道进行疏浚。疏拓勒马河、延伸航塘港（大治

河-团结塘）、三团港（人民塘-团结塘），开拓皮勒港，向

西接通大治河；建成勒马河出海闸、石皮勒港出海闸等，提

高南汇、奉贤的泄涝能力，以及新垦区的引淡能力和排涝能

力，加强水利工程的有机调度，以确保该地区城市发展对淡

水资源质和量的用水要求，进一步改善水环境到2010年完成

夹塘地区水系整治二期工程建设。 25、江中三岛综合治理 按

照“充分考虑21世纪国际国内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

化，适应21世纪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新特点，

着眼于长江三角洲共同发展”的要求，对崇明、长兴、横沙



三岛的“安全、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

制定规划；贯彻“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

求，周密规划、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方针，科学、安全、

合理地利用长江自净能力和水域功能大水体的环境容量，建

立完善的污水处理体系和水环境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满足水

环境功能区域要求，最终达到与生态化城市和国际大都市相

适应的水环境质量。 崇明等三岛位于长江口江海交界处，四

周受水体包围，其安全遭受长江洪水、东海高潮、台风暴雨

所造成的洪涝灾害的威胁，强化其安全体系的建设、为开发

和保护提供水环境的安全保障。结合环岛景观带的建设，重

点搞好海塘达标工程和保滩工程，确保江岛安全。 江中三岛

受咸潮上溯的影响，周围水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变化较大

，淡水资源得不到保障，对三岛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北

部、东部新围垦的土地的洗盐、熟化、开发、环境改善都需

要大量的淡水资源，因此淡水资源的供水保证是崇明三岛开

发和保护的基础。 根据《崇明岛引淡除涝规划》，通过调整

和改善水系网络，加大南横引河及进水闸的引水量，为城镇

供水提供优质水资源；延伸北横引河，将淡水引进东北部的

新垦区，为加快盐碱地改造及改善生态坏境提供淡水资源。

同时要开展围江造湖人工淡水水库工程建设，为容蓄淡水提

供可用库容。 长兴岛配合中船基地建设，围绕其功能转变与

生态岛建设需求，针对其出海闸陈旧，损坏严重，防洪除涝

标准偏低，难以满足城市化建设需要，根据《长兴岛水利专

业规划》，通过新开金沙港、规划环河等2条河（段），疏拓

西镇港、鳗鲤港、前卫港等5条河（段），实现初步沟通全岛

水系。结合沿岸陆域开发，加强水环境建设，将河道沿岸绿



地建设成绿与水相结合的生态化、园林化的临水绿色走廊，

努力营造“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与氛围。 横沙

岛围绕生态旅游基地建设，从综合保障淡水资源供给、防洪

除涝安全、生态环境改善等要求出发，重点抓好红星港、新

民港、新联河、文兴河和创建河等5条河流的整治；岛内低洼

圩区进行合理调整，提高防洪除涝能力。 到2010年完成三岛

的骨干河道整治，2015年全面完成三岛专业水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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