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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子蕊

盛夏时节，走访位于四川成都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核心区的龙泉驿

区，站在龙泉驿区山泉镇钟家山森林

管护站门前眺望，四处层林尽染、开阔

明亮，防火无人机在山地间巡逻，雪山

下的公园城市高楼林立，“一半山水一

半城”的壮美画卷尽收眼底。

“这边是大运会‘一场三馆’，那边

是汽车城，那条大道是驿都大道，最

前面那里就是天府广场。”今年已经是

罗廷宏在钟家山森林管护站工作的第

16个年头。他说，这十多年来感受最

深的就是龙泉山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

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让老百姓吃上

了生态饭。

事实的确如此。据龙泉驿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龙泉

驿区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贯穿到城市发展全过程中，以“林长

制”为抓手、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龙泉段）建设为重点、以重大项目为

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林业综合体制机

制改革，突出生态涵养功能培育“林中

林”、突出生态景观功能营造“林中

花”、突出生态体验功能打造“园中

园”，高水平推动“林园一体”发展，大

力营造以生态为本底的多元复合消费

场景，走出了一条生态价值创新性转

化的“龙泉驿路径”。

保育为先 创造生态价值

夜览星空、朝观日出，远眺雪山、

近赏云瀑。沿着龙泉山318国道蜿蜒

前行，四处层峦叠嶂、空气清新，半山

夕阳归墅、小桥流水人家，平台之上，随

便搭一处帐篷便可露营，当一轮旭日

从山间升起，起伏的山峦与万道霞光

交相辉映、奇妙无比，诗意瞬间涌上心

来，所谓的“远方”，已然尽在眼下。

近年来，龙泉驿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区深化林业改革重大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打造“世界级品质的城市绿心，国际化

的城市会客厅”的重要使命担当，制定

印发实施《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关

于全面推行建立林长制的实施意

见》。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坚持保育为

先，严格落实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制，

科学防治林园生物灾害，“一树一策”

救护复壮名木古树，多措并举抓好资

源保护生态安全，在保护发展中创造

生态价值，推动创建国家“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龙泉驿区聚焦建设生态优良、物

种多样、季相丰富、功能复合的高品质

森林，大力推动构建“东绿西彩”的生

态布局、“前山动后山静”的产业形态

和“山城相融”的空间格局。连续多年

承办四川省直机关、高校、企业、金融

机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包山头”植

树履责活动，承接植树履责46万余人

次、植树2万余亩。

国家储备林建设以保障国家木材

安全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对优质生态

产品的需求为目标，发展林业适度规

模经营，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

兴发展。今年以来，龙泉驿区龙泉街

道、同安街道、山泉镇积极开展营造林

及基础配套设施等建设。成都公园城

市龙泉山生态保护修复暨国家储备林

项目龙泉驿段计划实施储备林15.24

万亩，计划投资约28亿元，由成都昆

仑森投龙泉山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承担

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龙泉驿区国家

储备林暨天府森林粮库项目总投资约

19.5亿元、用地规模7.3万亩，由成都

兴东乡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建，项

目锚定“森林景观化的示范标杆”目

标，积极探索“大公园、小园区、小业

主”的场景建设机制和激励机制，构建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生态建设龙泉

模式。目前，该项目已在山泉镇花果

村、洛带镇松林村和三峨山等区域开

展清林、游步道整治、苗木补植，秋冬

季彩叶林景观初步呈现。

山水相依、城乡融合，推窗见绿、

移步即景。可阅读、可感知、可欣赏、

可参与、可消费的大美公园城市正在

龙泉驿区蓬勃生长，城乡处处呈现出

“植”此青绿、美美与共的万千气象：柏

合街道双碑村的半山腰，数十米高的

香樟树夹道生长、直冲云霄，树冠在空

中相互交融、浓荫蔽日，一条百米石板

路仿佛从奇幻梦境延伸出来、铺向光

亮远方……2023年，龙泉驿区森林覆

盖率达到42.55%；目前，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龙泉段森林面积26.78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75%以上。

筑景为重 转化生态价值

行进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龙

泉段）的山间道路上，生态园林之美、

乡村田园之美、乡愁记忆之美、公园城

市之美扑面而来，四处草木葱茏、生机

盎然，各种特色民宿“串珠成链”。

万亩桃花林，民宿簇花间。据成

都市龙泉驿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依托绿水青山不断兴起的民宿

产业，是龙泉驿区推动生态环境价值

创新性转化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龙

泉驿区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为

依托，聚焦农业农村和林业关键领域

和重点环节深化改革，以“生态美”推

动“产业兴”。聚焦筑景为重、转化生

态价值，以场景思维植入“新”动能，探

索培育“森林+”“绿道+”“公园+”“林

盘+”等绿色经济新模式，推动实现林

业从“小资源、小产业”向“大市场、大

效益”转变。

按照“东有莫干山、西有龙泉山”

发展目标，龙泉驿区以“民宿+旅游”

为引领，创新打造“天府桃花源”聚落，

推动生态价值向人文、经济、生活和社

会价值转化。以大企业大项目为支

撑，加速推进沿山休闲产业带建设，

促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推动城乡

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涌现出一批典

型案例。

其中，总用地面积约8000亩、计

划总投资100亿元的“城投·凤栖东山”

项目，整体定位为龙泉半山森林度假

公园，该项目通过浪漫星空假日核、

悦动泊心度假区、国际生活美学村、

银月岭创智产业公园等七大主题板

块，着力打造以现代农业为基础、新

型文旅为核心、乡村总部为特色的

乡村振兴项目，推动构建龙泉山观

景地标、龙泉山新产业功能标杆。

目前，一期项目“天府隐园”“星空东

山”已建成投运集规划展示、餐饮和

会议会务、观景游览等于一体的凤

栖别院规划展示中心，东山观景营

地已启动建设，观景地标建筑“凤凰

台”之“凤舞九天”“美满山街”等正

按计划推进。

绵延起伏的龙泉山上，返乡创业

者赖云金创立的民宿品牌“悦见云山”

处处桃花韵，纷纷桃花香；环抱在满山

桃林之中的“约上云兮”民宿，被外国

游客亲切称为成都的“圣托里尼”……

龙泉驿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样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精品民

宿、文化商贸、休闲运动业态在龙泉驿

区已有200余家，其中精品民宿达48

家，近两年已推动实现龙泉山乡村旅

游年均总收入达1.7亿元。”

市场为主 提升生态价值

夏日清晨，一轮红日从龙泉山间冉

冉升起，把盘踞在龙泉驿金龙山脊的

“金龙长城”照得透红。茂密山林深处，

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项目——

“天空森林”启动区已初具规模。傍晚

时分，一轮明月挂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东

安阁一角，把夜幕下的东安湖水染了

色，“一湖一环、七岛十二景”分外妖娆。

森林是钱库、粮库、水库、碳库，

一头连着生态，一头连着民生，龙泉

驿区对此始终高度重视，每年召开林

长制全体会议，对探索林园生态价值

转化作出统筹安排。近年来，龙泉驿

区深化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细化

实施 12 项改革试点任务，探索“康

养+”复合发展模式，创新实施“徒步

龙泉·眺望云海”计划，依托龙泉山

“森林植被+步道+观景驿站”，结合

时下流行的“龙泉山日出+龙泉山露

营”元素，重点打造“徒步龙泉·眺望

云海”等品牌。

龙泉驿区践行民生为本理念，以

生态纪念林改革试点为抓手，协同推

进林业建设，释放集体林地多元价值，

成立龙泉驿区生态纪念林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推动形成农业农村部门和民

政部门共同牵头、各相关单位密切配

合工作格局。区属成都兴东乡村发展

集团以林区公园化、功能公益化、纪念

科技化等为指引，集合要素、增强合

力，推动形成以林地为载体的生命文

化和生态体验相融的绿色生态空间，

积极培育生态价值转化新业态。目

前，一期生态纪念林综合展示区及婚

庆林、状元林示范区已初步建成，二期

殡葬纪念林正在加快推进，预计今年

底前建成。

龙泉驿区聚焦生态优势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出森氧篮球赛、

古驿道徒步、桃花湖骑行等沿山运动

体验项目，着力打造夜阑东山、网红求

婚、开心森林等消费场景，将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创建多种

形式利益链接机制，让城乡居民“钱袋

子”鼓起来。2023年，龙泉驿区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万元，全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9622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龙泉驿区按

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商业化逻辑”

思路厚植生态本底，创新打造出体育

消费、音乐演艺聚集带等一批新场景、

新业态、新消费，将生态“高颜值”转化

为经济“高产值”，让“含绿量”不断演

化为“含金量”。东安湖体育公园已成

为游客和市民的热门打卡地、大型演

唱会落户成都的“首选地”。今年“五

一”假期前三天，龙泉驿区共接待游客

56.96万人次；2023年8月以来，已累计

举办演唱会等各种大型演艺活动37场，

吸引观演人数共计78.8万人次。

千年古驿犹存，世外桃源焕新。

生态价值创新性转化，已成为龙泉驿

区打造“都市田园 乡村公园”、加快建

设城乡融合实践区最生动的注脚。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 曾盼明

中车株机新一代超轨SRT3.0完成试跑

展示、山河SA750U大型无人运输机成功下

线、湖南宏旺年产96万吨高牌号硅钢项目

投产创收……从生机勃勃的厂房工地到订

购“爆单”的产业园区，三湘大地重点产业千

帆竞发。

传统产业追“智”逐“绿”迈向高端、优势

产业攀高向强巩固提升、新兴产业聚“链”成

势培育壮大……今年以来，湖南省高质量实

施产业培塑行动，大力实施“重点产业倍增计

划”，聚焦11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增长点的重

点产业链组建工作专班，加快构建“4×4”

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发展呈现新气象、迈

出新步伐。

追“智”逐“绿”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湖南省娄底市硅

钢产业发起“夏日攻势”，加速向“新的千亿

级产业集群”迈进。

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靠拢”，传统钢

铁产业活力涌动。硅钢，被称为钢铁工业

“皇冠上的明珠”，是促进电气产品升级换代

的关键战略材料。十八辊六连轧是湖南宏

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最核心的生产线之

一，拥有行业领先的连轧轧制高端硅钢的工

艺技术，年轧制能力达70万吨。“相较于单

轧机，六连轧的年轧制能力提升近8倍，人

工减少超70％，钢卷头尾损耗降低90％。”

宏旺新材料相关负责人感触颇深，“污染少

了、产量高了、品质升了，处处涌动着产业焕

新带来的澎湃活力。”

先进钢铁材料产业是湖南省实施重点

产业倍增计划中的 11个重点产业之一。

“十四五”期间，湖南省重点发展先进钢铁

材料等新材料，力争到2025年建立起具备

自主创新能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材

料产业体系。

今年以来，湖南省加快推动新材料中试

平台建设，组织专家聚焦关键技术开展联合

攻关，实施制造业关键产品“揭榜挂帅”攻关

项目，支持企业开展先进技术转移转化，不

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创新实力，

加快产业扩能提质升级步伐。

既“老树发新芽”，又“栽新苗育新枝”。

随着一系列创新技术的“赋能”、创新设备的

“加持”，湖南省先进钢铁材料产业正加速实

现流程智能化、工艺现代化、产品高端化，

“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不断攀升，蹄疾

步稳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攀高向强
优势产业裂变升级

今年，湖南省将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列为

重点产业倍增计划中的11个重点产业之

一，进一步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在打造“三个

高地”上持续发力。

根据规划，湖南省提出力争到2027年

建成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发中心、国

际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智造中心、全国最大

的轨道交通产业服务中心。

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实力有多“硬

核”？湖南省培育了轨道交通等4个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并成功获批轨道交通装备行

业唯一一家国家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

2023年，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总

产值突破1600亿元，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本地配套率达80%以上。

中车智轨在国内开通运营9条智轨线

路，合计里程近120公里；中车时代电气新一

代城轨3.0牵引系统平台，为地铁列车提供

最优牵引系统解决方案；中车株机大功率纯

电新能源调车机车满电可牵引1200吨货物

运行128公里……眼下，湖南国铁、城轨、磁

浮、智轨“四轨一体”发展按下“快进键”，装备

“湘军”加速出海，驶向高质量发展的“彼岸”。

又踏层峰辟新天。湖南省向“新”而行、

往“高”攀登，聚焦主机企业加快构建“交

通+能源”双赛道双集群发展格局，引导新

能源等裂变板块进行就近布局，推动中车株

洲所双碳产业园、永磁动力生产基地等裂变

项目成功在株洲落地。

产业裂变升级成效明显。针对电氢耦

合和大标方碱性电解槽两大难题，中车株洲

所打造了新一代柔性绿电制氢系统，自主研

发制造了全球首列氢能源智轨电车，车辆首

次采用氢能源动力系统，为城市交通出行提

供了一种创新型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解

决方案。

聚链成势
新兴产业培强育大

奋战盛夏，湖南省十大产业项目建设、生

产火热。机声隆隆、吊塔林立、车辆往来……

在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安能旗胜年产5万

吨碳酸锂项目建设正酣。目前，该项目土建

工程已完成，首条年产2.5万吨生产线窑炉

已点火，预计今年9月全线带料试运行，助

力湖南新能源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

延链条、聚招引，湖南省正加快编制“两

图两库两队三池”，围绕补齐固态电池、氢燃

料发电机及电堆、光伏电池材料等短板开展

产业链精准招商，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今年上半年，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

郴州等重点市，新招引新能源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93个，总投资888亿元。其中，总投资

过50亿元项目4个。

在新能源产业工作专班的有力推动下，

湖南省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条”不断刷新、

“升”势向好。1~6月，北汽福田、威胜集团、

中车株洲所风电等重点企业营收保持两位

数增长，8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8亿元；

广汽埃安新能源车、特变输变电数字化运维

基地、长沙弗迪锂离子电池配套等20个项

目预计年内投产，将形成一批增量。

除了“如火如荼”的新能源产业外，湖南

省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开放试点省份，航

空航天及北斗产业同样“风生水起”。

积极招引低空企业、加大传统通航运营

补贴、加大新型航空器运营支持力度……今

年6月，湖南省出台《关于支持全省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对重大低

空经济类先进制造业项目最高奖励2000万

元，加快培育低空经济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投入运营、

航空发动机冰风洞装置完成一期建设……

以自主创新为驱动、以利好政策为支撑，湖

南省低空经济“御风高飞”。1~6月，湖南省

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460亿元、同比增长4.5%，实现

利润总额58亿元、同比增长8.5%。

探秘生态价值转化的“龙泉驿路径”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供图）

湖南重点产业迈向“倍增快车道”
本报讯 黄伟 记者华铭报道 近年来，安徽省

桐城市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引优，聚焦绿色包装、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光伏新材料、医工医药大健康等重点

产业，精准出击，合力攻坚，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为

实现“进十强、冲千亿”奋斗目标增添强劲动能。

链上招商，推动传统产业蝶变向“新”。桐城市围

绕塑料包装等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招引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不断延长、壮大产业链条。桐城市招引优质企

业，有力推动了传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截至目

前，全市绿色包装产业集群内已有中小企业571家、

制造业单项冠军1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家，2023年绿色包装产业总

产值202.87亿元。持续招强引优、创新驱动，桐城市

绿色包装产业集群今年荣冠“安徽省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

引育项目，汽车零部件产业聚链成势。桐城市抢

抓汽车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

势，围绕合肥、芜湖、安庆整车配套开展链上招商、引育

项目。近三年，桐城市共招引汽车零部件产业项目20

个、总投资351.25亿元，2023年该产业产值达67.3亿

元；引育一批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优质企业，形成了涵

盖汽车动力电池、电机、电驱、传感器、毫米波雷达、摄

像头模组、汽车内饰件制造等较为完备的汽车零部件

产业体系。

融入大局，光伏新材料产业“步步生花”。桐城市

立足“安徽打造先进光伏和储能产业集群大省”定位，

将光伏新能源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重点围绕本地

产业链龙头企业开展链上招引。据统计，近三年，桐

城市招引光伏新材料项目11个、总投资248.5亿元，

涵盖光伏玻璃、电池片、光伏组件、支架等产品体系。

快步攀高，医工医药产业初具规模。桐城依托中

核集团稳定同位素项目，快步攀高，深化央企与地方

合作，谋划打造国内最大的医药同位素研发、制造基

地。桐城现有医工医药规模以上企业13家，2023年

累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3.43亿元，主要涉及医用

耗材、医疗器械、医用防护三大特色板块。以重点企业

为“链主”的稳定同位素药物、医用检测检验设备（试

剂）、防护设备生产等医工医药大健康产业集群已初具

规模。医工医药大健康产业不仅成为增速较高、质态

较好、带动力较强的战略性先导产业，更是桐城厚植

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载体。

安徽桐城“招大引优”
重点产业“向新图强”

近期，湖南首条常态化低空物流应用航线在长沙县开通。图为一台装有货品的物流无

人机在长沙县上空飞行中。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