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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子蕊

□ 本报记者 王 进

今年7月28日，第31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在成都市龙泉驿区东安

湖畔开幕，绚丽的烟花绽放夜空，世界

上面积最大的“太阳神鸟”在体育场上

空盘旋，大运圣火在火炬塔上熊熊燃

烧，浓浓的“巴蜀风”在大运村里掀起，

56枚金牌在此产生。从开幕式的“世

界惊叹”，到东安湖的“世界惊艳”，成

都开放包容、青春活力的城市气质在

这里完美演绎，城市形象变化的万千

气象在这里精彩呈现，一座公园新城

在这里拔地而起……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大

运会开幕式及系列赛事在这里举办的

背后，是龙泉驿区紧紧围绕建设践行

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发展定

位，创新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的成功

探索。”龙泉驿区委改革办主要负责人

说，近年来，龙泉驿区委、区政府坚持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相结合，以质量、动能、效率三大变革

为抓手，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加快生态

价值转化，着力打造坐湖观山、水城一

体、产城相融的大美公园城市，成效显

著。东安湖体育公园荣获2022年度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主体育场入

选全国40个新地标；东安新城成为成

都城市建设“新标杆”。

完善规划机制
彰显“格局之美”

金秋时节，地处成都市东大门的

龙泉驿区四处高楼林立，透露出勃勃

生机。东安湖碧波万顷、水体如镜，百

工堰碧水清幽、映照青山；满目翠绿的

龙泉山已由生态屏障转变为城市绿

心，拥有80处景点的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核心组成部分、桃源村获得“四川

省第二批天府旅游名村”授牌，成为远

近闻名的“世外桃源”；成都市“三个做

优做强”重点片区之一的东安湖活力

城，已初步打造成为公园城市示范区

中的“示范区”……

“龙泉驿区拥山近城、山城相望、

山水相连，是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主

体区域、成都市中心城区的天然绿肺

和东部绿色生态屏障，是名副其实的

‘山水之城’。但同时又是‘工业重

镇’，2022年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高达57%，是成都唯一占比超过

50%的区（市）县。”龙泉驿区委主要负

责人说，国家赋予成都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探索山水

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超大特大城市

转型发展新路径的使命任务，这对于

龙泉驿区来说，提出了城市能级跃升

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一场从城市建

设质量到动能、到效率的深层次变

革。而成都大运会的筹办为实现这一

愿景提供了难得机遇。

记者了解到，2022年2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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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通知》发布，成都由此开启了公园城市

示范区建设经验模式探索新征程。

2022年5月，《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

念 的 公 园 城 市 示 范 区 行 动 计 划

（2021-2025年）》印发实施，明确提

出要推动龙泉山东翼加快发展，完善

“一山连两翼”空间总体布局，描绘“绿

满蓉城、水润天府”图景，使城市成为

“大公园”。龙泉驿区近年来的创新举

措与之高度契合。

该区坚持规划引领，创新规划理

念，聚焦质量变革，强化功能导向，以

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为目标统筹城市基

本功能、以服务城市发展战略为指引

提升核心功能、以突出区域比较优势

为重点培育特色功能，彰显城市格局

之美。从深入推进“两项”改革、探索

规划编制机制、健全规划落实机制、探

索规划引领转化机制四方面着力，夯

实生态环境基底，厚植绿色生态底色，

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将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充分

彰显美丽龙泉驿生态特质，推动构建

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融合格局，塑造

城园相融、蓝绿交织优美格局，使城市

在大自然中有机生长。

以新发展理念为“魂”、以公园城

市为“形”，创新规划顶层设计。在全

市率先成立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委员

会，建立城市规划联席会议机制，统筹

研究规划编制、规划方案审批、用地选

址等城市规划重大事宜;建立城市设

计管控机制，成立专项规划联合审查

技术组，确保城市规划实施的严肃性、

有效性。坚持“减量、赋能、增效、便

民”原则，调减2个镇(乡)优化形成10

个街(镇)，将76个村调减为40个村，

社区占全区村级建制比例提高到68.5%，

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率；建立规划编制

管理分片下沉机制，划分出东安和山

泉2个城乡融合发展片区、11个村级

片区，形成片区、村(社区)规划全覆盖；

突破既有的街(镇)、村(社区)区域边界，

创新实施东安、大面、十陵、西河组团

开发，构建洛带、驿马河、百工堰等特

色场景，形成“一轴一带四组团多场

景”城市发展格局。

以生态价值创新性转化为抓手，

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充分

挖掘释放生态产品价值，加快形成多

中心、网络化、组团式功能结构，推动

城市内涵发展、区域差异发展、城乡融

合发展，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

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增值模式，选聘“首席

规划师”团队，成功打造“一湖一环、七

岛十二景”园区景观，吸引一批高附加

值低污染的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区域

价值整体提升，成功创建省级“东安湖

国际旅游度假区”，年均客流量已突破

500万人次；探索“碳汇+”机制，推动

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成功开发生态移

民区植被恢复、龙泉山碳惠天府、国际

论坛碳中和林等森林碳汇项目；探索

水环境生态补偿制度，实施“超标者扣

缴、改善者奖励”，全区18条主要河道

34个街道跨界断面实施水质监测实

现全覆盖。目前，龙泉驿区已聚集5

家国家级、8家省级绿色工厂，先后被

授予“国家生态区”“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等称号。

创新建设机制
彰显“形象之美”

秋日漫步龙泉驿，一步一景一画

卷：新改建的蜀都大道东一段宽阔大

气，一路向东，绿意葱茏；街道两旁，花

团锦簇，景观小品、优雅别致；曾经的

一片低效洼地，变身成了占地5000余

亩、有着1600亩静谧水面的东安湖公

园，各类野生鸟儿纷至沓来安家于此；

“天圆地方”的东安湖体育公园，“一场

三馆”错落有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新建城的驿马河公园陆续开放，一二

期连线成片，让国内外游客穿梭在时

空的走廊里,形成古驿商道、驿道、文

道三条特色游线；远处的锦绣天府欢

乐田园，歌声飞扬、生机盎然……“漂

亮、真的漂亮！两三年没来，龙泉驿区

的变化太大了！”面对记者，成都游客

张先生开心地说。

事实的确如此。2019年3月成都

大运会主体育场建设项目正式确定落

子龙泉驿区以来，1000多个日夜，龙

泉驿区白纸绘图、平地立城，短短23

个月就崛起了一座4万座的甲级体育

场，创造了城市建设的“成都速度”“龙

泉奇迹”。不仅建起了东安湖体育公

园，更建成东安湖活力城，东安书院、

剧院、艺术中心、东安阁和高品质学

校、酒店等功能单元渐次落成运营。

“主体育场为核心的建设运营，是新时

代龙泉驿区城市精神的生动诠释！也

是龙泉驿区委、区政府创新推动成都

‘三个做优做强’、不断提升美丽龙泉

驿功能品质的一个缩影。”龙泉驿区委

改革办相关负责人感慨地说。

据该负责人介绍，龙泉驿区以动

能变革创新城市建设机制，统筹推进

“立城”“理山”“治水”，做好办赛、营

城、兴业、惠民四篇文章。遵循规划引

领、组团推进、整体打造理念，探索实

施以城市综合开发、片区开发等多元

营建模式；探索以公园为导向的城市

开发建设模式；探索建立大型央企国

企参与项目建设和片区开发为主的市

场主体投入机制；创新“一会四函一

书”重大项目快投快建机制。近三年

来，25个重点建设项目平均缩短审批

时间90余天，推动城市由“产-城-

人”向“筑境-聚人-营城-兴业”转变。

实施“生态+”“体育+”策略，彰显

城市生态形象之美。构建“H”形生态

本底、“15径15脉”生态廊道；依托“一

山一芯两湖、五道五轴五廊多点”绿道

体系，建设串联林湖、交融山水、联结

城乡的生态“绿脉”，构建“3分钟能见

绿、5分钟有场景、10分钟可入园”的

生态空间，彰显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

品质，提高市民生态感知度和城市生

态品质。着力建设世界级品质的城市

绿心、国际化的城市会客厅、市民游客

喜爱的生态乐园。

以东安湖活力城为引领，加快推

进六大功能片区开发建设，彰显城市

发展形态之美。汽车城片区：南北协

同打造“新引擎”；东安湖片区：建圈强

链打造“新高地”；洪河—青龙湖片区：

三生融合打造“新标杆”；主城片区：七

大行动打造“新样板”；锦绣天府片区：

乡村振兴打造“新典范”；龙泉山片区：

双碳赋能打造“新名片”。推动市民参

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提升，城市位势

能级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空中俯瞰龙泉驿，新城惊艳、老

城蜕变。以东安湖体育公园为原点，

向东连接驿马河公园、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向西连接东安溪谷、环城生态

带、青龙湖湿地公园，“城在园中、园在

城中”景象日益凸显，超过20公里的

生态廊道和城市绿道正在逐渐成形。

“一半山水一半城”，一座现代化中心

城区强势崛起。

重塑管理机制
彰显“秩序之美”

今年4月，2022年成都市“百佳”

示范社区、“百佳”示范小区名单正式

对外公布，龙泉驿区同安街道阳坪社

区、龙泉街道保平社区、大面街道悦

龙社区、十陵街道和平社区平安家园

二期、洛带镇八角井社区菱角堰小区

等9个社区（小区）上榜；截至目前，

全区累计改造老旧小区214个、城中

村28个，约387万平方米；近年来，累

计推动5个城市片区13个重要节点

建筑风貌提升，整治建筑立面约110万

平方米……

“这一系列成绩的背后，是龙泉驿

区聚焦管理机制创新带来的城市治理

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之变。”龙

泉驿区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龙

泉驿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市有关决策部署，创新基层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街镇扩权赋能，通

过赋权明责、优化流程，提升基层治理

的韧性和话语权，不断深化重点领域

体制机制改革，以“横纵”结合理顺管

理机制，分区、分类优化管理体系，“三

方联动”探索管理模式，“一核多元”建

立智慧大运安保应用场景等为重点，

创新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

手段，探索符合超特大城市中心城区

发展规律的“善治龙泉”城市管理新路

径，推动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使城市治理

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全面提升

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和抵御冲击能力。

聚焦深化“智慧蓉城”建设试点，

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用“智慧的

眼睛”守护着幸福城市的万千气象。

搭建完成涵盖 9.5 亿条基础信息和

128万人口信息的数据底座，建成投

用智慧大运、智慧城管、智慧应急等

15个智慧应用场景，给城市装上“最

强大脑”、插上“数字羽翼”，全面提高

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一网通办”

“一网通享”“一键回应”水平，推动形

成了城市龙泉驿区“数治”新模式。其

中，聚焦建立智慧大运安保应用场景，

以东安新城为核心，创新升级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构建大运安保指挥调度、

智能交通、物联感知等智慧平台，汇聚

“天网”“雪亮”等各类视频3000余路，

实现智慧感知社会事态、预知和防范

社会风险，提升敏捷治理、科学治理水

平。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底线，不断提

高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水

平，让城市这个有机生命体更科技、更

智慧、更聪明。让城市生活更便捷、更

有序、更安全，以高效能治理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

坚持“全域统筹、重点提升，分区

管理、分类施策”原则，将全域划分为

三个管理等级，分类建立设施管理、环

境管理、智慧系统管理等治理体系，深

入开展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攻坚五大行动，促进城市精细管理。

坚持依法治理、重心下移、权责一致，

充分发挥各街镇属地管理作用，推动

276人的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和600项

执法事项下移街(镇)，建立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机制、管执衔接和

管理监督机制，确保城市建设与公园

建设精准衔接，实现源头治理、系统

治理。采取“政府主导+区属国企+

专业团队”运营模式，探索公园管理

市场化经营；探索“城市合伙人”联合

开发运营管理东安湖公园模式；创新

实施“四管理一服务”模式，实现多方

合作共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区创新构

建高效有力的扁平指挥体系，聚焦提

升“智慧龙泉驿”和微网实格一体贯

通、融合推进质效，做实做细“微网实

格”，划定微网格6496个，用“绣花功

夫”完善管理服务方案56版，以场馆

运行“零差错”、安全保卫“零事故”、交

通组织“零延误”、设施设备“零故障”、

观众来宾“零投诉”的“五零”战绩，高

质量完成成都大运会中方首长、外国

元首，国际大体联官员，以及开幕式、

大运村、“3+6”竞赛场馆和4个酒店专

班运行保障等重大任务，服务66个国

家/地区892名运动员参赛，服务观众

11万人次，交出了一份筹办大会、保

障大运、服务大运的合格答卷。从火

热的“中国红”到温暖的“大运蓝”，从

“治理”到“智理”，涌现出了“宁江夜

话”“反转网格”“双线融合”等多个一

线群众工作法，为新时代大城善治

作出了有益探索。

朝霞与雪山同框，绿水与城市如

画。潮涌巴蜀之驿、共创未来之城！

如今，龙泉驿区已成为成都从“两山

夹一城”到“一山连两翼”蜕变的重要

承载地，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区”。商业繁华在这里，经济繁荣在

这里，美好生活也在这里，城市的每

一次巨变，都映射出一个时代。

改革推动能级跃升 创新催生城市蝶变
成都市龙泉驿区探索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生态价值转换，第31届世界夏季大学生运动会

主体育场入选全国40个“新地标”，东安湖体育公园荣获2022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东安阁 （未来影像供图） 山水青龙湖 嘉 楠 摄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成都市龙泉驿区供图）

蔚然花海鸟瞰图 （成都市龙泉驿区供图）

东安湖体育公园（世界大运公园）主体育场 （未来影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