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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Important NewsImportant News

近年来，成都围绕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
级形态，努力塑造“水清、岸
绿、业兴、人和”的公园城市
风貌。未来，成都市将厚植
生态本底，用生态底色拼合
城市空间，塑造公园城市优
美形态，构建“两山”理念新
发展格局，在广袤的川蜀大
地上“绣”出绿色“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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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进

□ 何子蕊 朱 婷

蓉城春日，万物萌发、草长莺飞，城

乡处处透露出勃勃生机：在天府新区，最

高运算速度达10亿亿次/秒的超算中心

不断刷新着新的“成都速度”；在郫都，

200余名区级部门和镇村骨干组成的八

大专班正扎根“一线”，共绘一幅乡村全

面振兴的壮美画卷……

今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2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

印发《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

方案》），成都市由此开启探索山水人城

和谐相融新实践和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

展新路径新征程。

如此重大责任和使命为何由成都担

当？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成都市做了

什么，今后又将怎么做？记者近日深入

进行了采访。

厚植绿色生态本底
构建“两山”理念新发展格局

位于北纬30度的成都市，向西可见

高耸的雪山，城市与雪山交相辉映，释放

出城市文明与自然相生相伴的灵气。向

东望去，葱郁的龙泉山讲述着诗与远方

的故事，李白当年描绘的“草树云山如锦

绣”秀丽动人。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

视察时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

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

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

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

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

经济高地。”成都市由此成为公园城市理

念“首提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公园城市示

范区建设之所以花落成都，并非偶然。

近年来，成都市在全国率先推进公园城

市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不断推动超大

城市规划理念、发展方式、营城路径全

方位变革。全国首创成立公园城市建

设管理局、制定公园城市“标准体系”、

发布“公园城市指数”、建立公园城市

“建设导则”等。推动实现了城市发展

格局从“两山夹一城”向“一山连两翼”

的千年之变。

其中，天府新区成为成都先行先试

的一个缩影。据四川天府新区公园城市

建设局局长王科介绍，近年来，天府新区

主动创新作为，已总结出“五大”引领公

园城市发展先行方向。聚焦扣好城市建

设“第一粒扣子”、创新规划顶层设计，变

“摊大饼式”发展为组群布局，锚固

70.1%生态空间、“拥绿亲水”先行、推动

城乡融合，让城市从自然山水有序生长

出来，已呈现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

城市意境，初步构建形成“一山、两楔、三

廊、五河、六湖、多渠”生态格局。

“生态本底良好、发展活力强劲、前

期实践丰富……正是这些，给予了成都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的机会。”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

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如是说。

事实正是如此。近年来，成都市围

绕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

形态，努力塑造“水清、岸绿、业兴、人和”

的公园城市风貌。先后实施增绿项目

8367个、建成天府绿道5327公里。其

中，总规划面积达1275平方公里的超特

大城市森林公园——成都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每年释放23万吨氧气、吸走31

万吨二氧化碳，已成为四川省重要的“生

态屏障”。

而未来，成都市将按照《总体方案》

提出的“三个示范区”建设目标、“四个着

力”重点任务，以“双碳”目标为先导，率

先打造“城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示范区”。将厚植生态本底，

用生态底色拼合城市空间，塑造公园城

市优美形态，构建“两山”理念新发展格

局，在广袤的川蜀大地上“绣”出绿色“新

画卷”。

创造宜居宜业生活
筑牢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爸，我和同学约好了‘五一’放假要

到楼下的体育公园去卖手工作品，那里

有踢足球的、打网球的，还有游乐园，每

天玩耍的人多得很……”一大清早，家住

成都市锦江区晨辉东路的“寒寒”小姑娘

就缠着父亲这样说。

正午时分，成都人民公园的竹林楼

阁之下、湖岸小桥两旁，一排排茶桌整齐

“列阵”，人们或闲坐品茗、或打牌下棋，

谈笑风生；与之“一墙之隔”的宽窄巷子

城市候机楼里，李先生一边托运完行李，

一边喝了个咖啡、逛了逛画展，然后再慢

悠悠地空着双手坐飞机……

“慢”，是许多人对于“成都韵味”的

感叹。然而，成都建设公园城市以来，这

样的“慢”有了更具现代活力的味道：麓

湖生态城2400亩湖域中央的麓客岛上，

旱雪、马术、皮划艇、冲浪等户外体验项

目实现了公园、运动与商业零距离结合；

金牛区金泉运动公园，除有击剑、跑酷、

早地冰球、橄榄球等培训场地外，还有高

空绳索炬阵、忍者飞跃等探险乐园；今年

底，“拓高乐”中国首店将在环城生态公

园开门营业……

近年来，成都市以举办大运会为契

机，着力打造世界赛事名城，体育运动正

逐渐深入城市肌理，仅在成都市主城区，

像锦江区这样通过“两拆一增”植景增绿

的数百亩大小体育公园就有上百个。公

园，正成为成都市民朝思暮想的幸福

乐园。

在成都，绿道同样越来越令人难以

割舍：锦江198·LOHAS绿道，有着“城

在园中长，人在画中游”的神奇；温江北

林绿道，是“森林里”绿道，辐射成都北部

数百平方公里生态涵养区；郫都沙西绿

道，两侧是绿油油的麦浪和鲜花，溪流

声、蝉鸣声、农家烧竹声不绝于耳；天府

绿道起点处，国宝大熊猫“泰山”“暖暖”

正等着和你来一场难忘的春日邂逅，泽

被千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演绎着蓝色

岷江的独特人文魅力……

据悉，全长1.69万公里的“天府绿

道”，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长绿道体系。

这些绿道体系，不仅将重现“绿满蓉城、

花重锦官、水润天府”之盛景，其最大亮

点还在于，按照“生态项目+场景营造”

模式，将生态产品价值创新性转化，实现

“人城产”深度耦合，完美诠释出成都“公

园里的城市”内涵。

近年来，成都市始终把绿色作为最

靓丽城市底色，以产业为城市发展基石，

努力把“示范区”建设的美好蓝图转化为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021年12月，成都提出大力实施“产业

建圈强链行动”，聚焦20个重点产业，着

力打造一批“根植性”和国际竞争力强、

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重点产业集群，全市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动力

强劲。

2021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99万亿元，已初步构建起“5＋5＋1”

现代产业体系，高新技术企业比2018年

增长2.5倍、达7800家，电子信息产业规

模突破万亿元大关。2022年，全市计划

编列重点项目900个、投资总额超过2.5

万亿元。成都科学城正聚焦零碳能源、

资源碳中和、地热能及固碳三大研究方

向，助力成都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将聚

集科研人员上万名。

产业兴则城市兴。《总体方案》提出，

成都要打造城市人民宜居宜业的示范

区，为人民提供更加优质均衡的公共服

务、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人尽其才的就

业创业机会。为此，成都将进一步深化

成渝“双核引领”“双圈互动”；深入实施

产业建圈强链行动；创新人才“四大工

程”，加快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提高现代治理能力
打造人民美好生活幸福家园

春日的阳光洒向洁净的街道，将樱

花和银杏的新芽照得玲珑剔透。“刚出门

看到角落里丢了个烂沙发，买个菜回来

就清理干净了！”成都市少城街道李女士

高兴地说，点点手机就能报名参加社区

活动；不用跑路就能办理社区民生事务，

青羊区“智慧大脑”和“社区小脑”让每一

位居民都能感知到城市的温度和生活的

美好。今年1月，《成都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印

发实施，在公共事务中给予儿童优先权，

将儿童纳入决策体系，让城市更加适合

儿童成长，到“十四五”末，成都将建成儿

童友好城市……

“城市是人的城市，不是简单的‘公

园+城市’，一切建设都应服务于人的体

验。”王科说，以天府新区为例，去年创新

增设的“理想街区处”，目的就是以“更适

宜的空间尺度、更宜人的步行环境、更活

力的街道界面、更特色的街道风貌”的四

“更”为标准，对标国际一流，打造形成更

多“理想街区”。而从全市来看，围绕服

务“人”建好“城”，成都市正扎实做好四

川“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激活城市现

代化发展治理新动能。

近年来，成都市坚持把党的建设贯

穿于城乡发展治理全过程，在全国创新

设立市、县两级党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村（居）民议事会，制定全国首部

《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首创设立“社

区志愿者服务日”等，已推动构建形成党

组织领导、议事会（代表大会）决策、居委

会执行、监委会监督的新型基层治理

机制。

成都市创新推动“智慧蓉城”建设、

不断破解“大城市病”难题，扩宽城市管

理幅度、增强应急安全感知能力、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目前，

成都市网络理政中心已接入13.61万路

视频数据和16万个点位物联传感数据，

以终端问效常态施治，切实提升了市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总体方案》提出，成都要打造“城市

治理现代化的示范区”；到2025年，公园

城市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

年，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全面完成。成

都将以新发展理念为“魂”、以公园城市

为“形”，聚焦“两新”使命，突出实施治理

能力提升等“四大行动”，擦亮“雪山下的

公园城市”品牌、提高“烟火里的幸福成

都”品质、塑造“成都创造”“成都服务”等

新优势。

已连续13次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榜首的成都，正深入践行“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努力

使城市发展更有温度、人民生活更有质

感、城乡融合更为深入，把城市发展成果

具化为人民美好体验，促进超大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率先打造出

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园。

不过，记者注意到，对于公园城市示

范区建设，成都市有着深刻认知。作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战略举

措，《总体方案》虽已明确了成都服务“国

之大者”的战略统领，开启了其深化中国

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的全新探索，然

而，这一“国家使命”没有捷径可走、更没

有先例可循。

正如经济学家潘家华所讲，“公园城

市不是对工业文明城市发展的修修补

补，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是城市发

展的一个革命性形态。”要实现未来“整

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来

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这样的美

好愿景，新时代的“赶考”路上，成都市还

有很多路要走。

新实践新路径 成都加快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
关于公园城市

这些成都人的小期待
成都市民汪松（社区工作者）：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跟

随着成都的发展变化慢慢长大，现在要在成都建设公园城市

示范区，作为成都人还是很自豪也很期待的。实际上，在我看

来，现在的成都，公园就是城市，城市就是公园。如今的成都，

天府绿道犹如城市中的绿色诗行，串联起建设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的生态之美，构筑起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生态之

美，成为解读成都城市绿链的重要维度。作为一名社区工作

者，我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成都公园城市建设贡献着微薄

的力量，我们社区积极开展垃圾分类调研、环境保护宣传活动

等，极大地改善了小区的小生态环境，为保护成都的大城市环

境奠定基础。未来，我希望成都能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

念、将人的需求放在首位，实现绿道的生态价值向人文价值的

叠加。我希望，未来建成公园城市示范区后，成都能打通社区

服务“最后一公里”，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

成都市民葛永刚（防灾减灾领域专家）：建设公园城市在

城市规划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新发展理念在城市发

展中的全新实践。公园城市建设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重大理论

突破，引导城市发展从追求生产价值转向生活价值，从经济导

向转向人本导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在城市发展中的伟大实践，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重要路径。公园城市以生态文明为引领，应对主要矛

盾变化，更加突显成都资源禀赋和人文特质，提升城市宜居价

值，是成都依据资源环境与文化禀赋，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发

展、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公园城市建设

将实现依托优美生态环境和独特人文魅力，增强城市亲近感、

认同感，为成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城市

打响品牌、注入生机、塑造优势。

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公园城市，提升成都城市品质，打

造新时代国家创新发展增长极，建议：

一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调动广大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强化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服务供给、高效

能治理，不断提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

彰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价值。

二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与战略。贯彻山水林田

湖城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努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

循自然规律，保护修复环境，促进生态屏障建设。同时，兼顾发

展与安全，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充分考虑城市安全保障，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创新发展治理和人民生活质量与品质。

三是坚持生态、环境、文化与历史要素融合，促进创新发

展的理念。统筹考虑成都地域特色和区域差异，统筹考虑自

然要素、生态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与历史要素等特色，统

筹规划、顶层设计、分域建设，打造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协同

融合的模式，充分体现蜀风雅韵、文化传承与现代文化融合的

多源建设模式，满足城市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成都市民李斌（媒体工作者）：转眼间，在成都生活已经

20 年了，“公园城市”对于很多成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新词

儿，但是对于成都来说，建设“公园城市”却是很早就在做的

事情。

我们看现在的成都，随处可见的绿道、井然有序的社区绿

化以及大大小小的公园，其生态环境质量和公共生态产品的

数量都有了很大提升。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就像生活在“花

园”里，每天都能保持舒服愉悦的心情。我所感知到的公园城

市就落实在生活的每一处小细节里，比如，公园密度越来越

高，城市绿地面积越来越大；随时随地都可以和家人步入公

园、绿地，享受惬意绿色生活；天更蓝了，空气质量更好了，家

里的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外出走动走动了。另外，每天上下班，

我都骑自行车，因为有了城市绿道和慢行系统，可以实现工作

和生活环境的无缝衔接。

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对于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我

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成都能成为一座世界花园，吸引八方来

客，也希望成都拥有更多绿色空间，城市更宜居，市民更幸福。

成都市民潘安（医疗工作者）：我是一名近 10 年的“蓉

漂”，2012年大学毕业来到成都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喜欢成都的环境、成都的文化和成都的精气神。成都最大的

特点是包容，不管来自哪里，不管会不会说四川话，成都的街

道和人群都让你感觉到仿佛回家了——没有陌生感和距离

感。可能这些也和绿满蓉城、水润天府的特性比较吻合。

如今，成都以更加绿色、环保的理念，以更加创新、潮流的

思想来设计成都的花园式时空。在各个区打造绿道、花园式

休闲场所，比如，天府艺术公园的打造，清水河绿道公园，天府

芙蓉园，即将举行的世界大运公园等市区内的不同景观都让

大家有了居住地就在花园旁边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也需要将好人好事好思想融

入发展。成都的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既代表

了成都这座城市“温润尔雅、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和谐发展

之道，又代表了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面貌，更体现了我国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实干有为。我期待在未来的

发展过程中，成都不仅在生态环境上下得绣花功夫，尤其做好

交通道路的规划，充分结合每个区域的自然优势去打造不同

的花园景区；也要合理利用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人文风俗特

性，通过“精、气、神”展现具体区域的独特性和“个性”，做好

经济和社会的同步融合发展，让人人都有归属感，让家家都

有幸福感。

（本文由本报记者公欣采访整理）

春天的春天的““乐谱乐谱””
春意融融，万物竞茂，春天的交响乐在神州大地奏响。图为游人在四川成都彭州市丹景山镇武备村的绿道上游玩赏花。

新华社发（罗国杨 摄）

延伸阅读

到2025年，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全面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