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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4日，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行
成都平原经济区等五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新闻
发布会，介绍五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内
容、编制过程。5个规划与今年 1月获国务院批
复的《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共同构建起具有四川特色的省级“1+5”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

五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即《成都平原经济
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川南经济区
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川东北经济区
国土 空 间 规 划（2021—2035年）》《攀西经济
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川西北生态
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下统
称《规划》），于 2019年底启动编制，今年 8月获
省政府正式批复。

据悉，该《规划》是五大片区首部“多规合
一”的跨市（州）区域型专项规划，着重统筹各类
关键性自然和空间资源在市（州）之间的协同布
局，促进各片区差异化、高质量发展。
《规划》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总结问题、

明确思路、提出对策三个方面。
在总结问题方面，归纳各片区国土空间和

自然资源的特征，分析国土空间保护利用工
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副
厅长罗旭刚介绍，经梳理发现，全省性的问题
包括耕地保护压力增大、生态安全面临挑战、
城镇空间布局有待优化、基础设施体系尚不
完善、人居环境品质和建设用地节约集约水
平总体不高等。
在明确思路方面，重点是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实施“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从耕地保护、生
态保护、城镇发展三个方面整体谋划五大片区
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在提出对策方面，各片区依据上述问题和
思路提出对策性的措施，对《四川省国土空间规
划（2021—2035年）》明确的总体格局进行了深
化细化，按照农业、生态、城镇三大空间的构成
特点和保护开发次序，对本片区的空间进行了
安排：

一是落实农业保护空间，各片区按照“擦亮
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和“打造更高水平的天
府粮仓”等要求，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
到了空间上，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产品生产空间；
二是强化生态安全保障，各片区落实“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发展理念，对重点保护空间和管控
要求进行细化安排；

三是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各片区坚持新发
展理念，建立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互协调
的城镇体系，为推动片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奠定
了空间基础。
“《规划》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我们将会同

有关方面强化动态监测、定期评估，保障规划的
有效实施，推动优势地区更好发展、生态功能区
更好保护、欠发达地区加快追赶。”罗旭刚表示。
五大片区规划分别有哪些亮点？各片区如

何下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

成都平原经济区
构建“内圈同城化、全域一体化”国土

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

“成都平原经济区以全省约 18%的土地贡
献了 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集聚了超 50%
的常住人口。”罗旭刚介绍，成都平原经济区将
构建以“内圈同城化、全域一体化”为主要特征
的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
加快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共建世界级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以西部（成都）科学
城“一核四区”为引领，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高新技术产业平台等创新节点为支撑，共建成
德眉资创新共同体；加快打造 3条由成都延伸
至德阳、眉山、资阳的轨道交通，规划成都都市
圈环线铁路。
推动雅安与成都共建亚蓉欧雅安组货基

地，推动乐山市夹江、井研建设成乐一体化发展
先行示范区、天府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
展基地，推动成德绵产业联动区建设，加强成德
绵眉遂深化电子信息产业协作。

加快推进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和成渝高速公
路扩容，强化成渝两地的直连直通；推进成都科
学城、重庆科学城、绵阳科技城等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构建区域创新联合体。

川南经济区
“四大举措”助推打造全省第二经济增

长极

川南经济区是四川人口和城镇相对集中、
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的区域，也是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快打造全省第二
经济增长极。
全面推进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降低川

南南部山区等生态脆弱区开发强度，推动 4市
协同开展流域治理和岸线保护建设等，提升生
态质量。
重点打造宜宾—泸州组团与内江自贡同城

化区域两个城镇发展极核，引导人口、产业向两
大极核转移和集聚。同时南部山区以县城、中心
镇为主要载体推动就近城镇化。

协同重庆共建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建设川
南渝西区域合作平台，提升面向滇黔的辐射能
力。

合理统筹产业与城镇服务功能布局，发展
壮大泸州、宜宾服务业中心城市，推进内江、自
贡服务业同城化。通过开展乡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乡村地区焕发新
生，保留乡愁记忆，拥抱现代便捷。

川东北经济区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农产品

基地

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川渝陕甘结合部，规划
协调川东北 5市在交通共建、产业共链、公服共
享等方面深化合作。

推进西渝高铁、成达万高铁、汉巴南等铁路
建设，加快镇巴至广安、G5广元至绵阳段扩容
等高速公路建设，规划建设阆中古城机场、广安
机场。

共同打造汽车汽配产业集群，加快推进南
充汽车产业园、达州和广安汽摩零配件制造等
项目建设。

此外，川东北地区将围绕苍溪猕猴桃、通江
银耳、南充晚熟柑橘等地方特产，共同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

攀西经济区
建设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攀西经济区国土空间规划将“建设国家战
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作为攀西经济区的战
略定位之一，提出“建成世界级钒钛产业基地、
我国重要的稀土研发制造中心和有色金属深加
工基地，打造国内资源富集地科学开发利用资
源的示范区”。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区域的格局优化和
空间保障，促进能源矿产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
区、重点勘查区、重点开采区和重要矿产资源储
备区等建设。明确矿产开发与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协调要求，科学
协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底线保护的关
系。

规划坚持攀西经济区“一盘棋”，以钒钛和
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为核心，以产业链分工
为导向，整体统筹相关工业园区的功能分工与
布局优化，推动 2市（州）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共
建钒钛、稀土优势产业集群。同步持续推进矿山
生态修复和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
“三增三减”统筹保护与发展关系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全域 31个县（市）均为
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肩负着水源涵养、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重要使命任务。《规划》明确了“面
上保护、点上开发”的基本原则，针对性提出“三
增三减”总体策略。

一是增加生态管控层次，减少保护开发矛
盾；二是调整农牧业内部空间结构，减少低效农
牧地、增加特色农牧业空间及产出；三是减少低
效闲置建设用地，增加公共服务、旅游服务用地
空间。

优先保护好岷山—横断山脉陆域生态走廊
和羌塘—三江源陆域生态走廊，筑牢川西北生
态示范区南北两侧生态屏障。推进太阳能光伏、
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建设，发展牦牛、高原蔬菜、
特色水果等高原特色农牧业，逐步构建高品质、
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

重点打造“大九寨”“大贡嘎”“大香格里拉”
三大生态文化型世界旅游目的地聚集区和康
定—泸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松潘、茂县、理塘、
稻城等 7个片区旅游集散中心。

五大片区规划出台，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四川构建起“1+5”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本报记者李艳

11月 3日，第十二届腾讯科学 WE大会
在成都科幻馆举办。5位世界顶级科学家———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
加州理工学院费曼理论物理学荣誉教授基普·
索恩和挪威科技大学神经科学教授梅-布里
特·莫泽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上海交通大
学李政道研究所特聘教授、副所长和 PandaX
暗物质实验首席科学家刘江来，哈佛大学生物
启发工程怀斯研究所所长唐纳德·英格伯同
台，向公众分享了微观量子世界、时空“涟漪”
引力波、宇宙“幽灵”暗物质、大脑“GPS”网格
细胞、人体器官芯片领域的前沿探索与突破。

据了解，腾讯已经连续 12 年举办科学
WE大会，长期面向公众展现前沿科技视野和
科学家风采，也通过“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
研究员项目”等持续资助科学家，长期助力基
础科学研究。

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前沿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科技树·转折点”。电
影《流浪地球》系列导演郭帆用一场开场独白，
带领观众进入“时空穿梭”之旅，将人类世界发
展的一个个“转折点”串联起来：漫游微观量子
世界、宇宙弯曲时空、大脑神经网络……他说：
“那些看似遥远的理论，都成为了改变人类历
史的转折点。昨天的科幻，也许就是明天的现
实。”

量子科技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沿。
薛其坤院士带领团队历经 4年、反复试验逾千
次，成功制备出一种兼具“磁性”“拓扑性”和
“绝缘性”的新型材料，并在实验中发现该材料
具备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从 0到 1”的突
破，推动了中国量子科技迈入世界顶尖行列。
薛其坤在现场带领观众深入微观量子世界，并
展示了最新的实验样品。他强调，“要在重大科
学问题上取得突破，必须在每一次实验、每一
个细节上做到极致。”

探索宇宙的终极奥秘

我们的宇宙是如何开始的？落入黑洞的命
运是什么？时间旅行是可行的吗？时隔 6年，诺
奖得主基普·索恩再次受邀来到 WE大会，回
顾了他对宇宙卷曲之面长达 62 年的探索之
旅。他带领大家进入黑洞，感受空间与时间的
变化；穿梭空间虫洞，前往遥远的星系；穿越时
间，畅想时间旅行的无限可能。基普·索恩预
测：“到 2030年代或 2050年代，我们也许会迎
来新的转折点———发现宇宙大爆炸产生的引
力波，并从中获取有关宇宙诞生和量子引力的
信息。”

宇宙中 95%是暗物质和暗能量，其中 27%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捕捉到暗物质粒子
将带来人类认识宇宙的重大飞跃，可能导致新
的物理学革命。刘江来把暗物质比作宇宙中的
“雾霾”，地球则是在“雾霾”中行驶的汽车，“雾
霾”中的颗粒撞击让汽车发出“响声”，实验探
测器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响声”记录下来。刘江
来分享了团队在中国的极深地下实验室———
“锦屏地下实验室”2400米山体深处的探测成
果，期望不久的将来的某一天，暗物质探测出
现“转折点”。

让科技进步服务于人

除了宏微观物理世界的前沿探索，WE大
会还关注神经科学、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最新成
果。

诺奖得主梅-布里特·莫泽是大脑“GPS”
的发现者之一，她的科研事业一直在探索人脑
是如何产生行为、情感和思想的。在 WE大会
上，她揭秘了人脑中的位置细胞、网格细胞、速
度细胞、边界细胞等如何协同工作。她的研究
成果不仅揭秘了人脑处理空间信息的方式，也
为治疗阿兹海默症等疾病带来启示。

开发新药物对于治疗疾病至关重要，传统
的药物开发模式耗时久、价格高，唐纳德·英格
伯领导团队开发的“器官芯片”，是推动疾病治
疗和药物开发的全新选项。英格伯团队设计出
多种器官芯片模型，证实它们能模拟器官的功
能，还成功开发出集成大脑、心脏、肠道、肝脏
和肾脏等多个器官芯片的“人体芯片”。这些突
破将使药物开发过程更快速、更经济，也让生
产出的药物更安全。未来，科学家们可以针对
各类患者群体定制人体芯片，用于药物测试，
缩短试药周期，最终实现精准医疗。

WE大会现场，腾讯发布了腾讯混元大模
型支持的“科技树”线上产品。公众打开腾讯元
宝 APP或腾讯元宝小程序，即可体验线上版
的“科技树”，探寻人类科技史重要事件和相互
依赖、相互启发的脉络关系。未来，“科技树”还
将落地腾讯前海新总部，作为腾讯科技馆的常
设展项。公众可以在线下场景中与实体“科技
树”互动，更直观地了解人类科技成果，提升科
学素养。

大会期间，“科技树”闪耀春熙路百盛裸眼
3D大屏、天府双塔，市民们驻足围观打卡；电
子科技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高校组织观影
会，大学生观看直播，热议科学话题；机场、地
铁、公交站台等城市公共空间，展示着 WE大
会演讲嘉宾的风采……成都全市，洋溢着浓厚
的科学氛围。 肖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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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七岁了！
世界经济“寒意”下，这里热力不减：129个国家

和地区的 3496家展商跨越山海前来赴约，400多项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密集展出，从欧美前沿科技
产品到非洲农产品争相在中国大市场亮相……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进博会自 2018年启幕以来，一直践行着中国
对世界的承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
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
好”，以丰硕的经贸合作成果为疲弱的世界经济持
续注入暖意。

过去 6年，年年超过 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
展商云集，累计超万家境外企业参展，意向成交额
超过 4200亿美元。第七届进博会上，企业展参展
国别（地区）数和企业数都超过上届。

这些跨国企业和机构亲身参与并见证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不仅将中国作为出口地，也作为重要
的投资地、创业地，用实际行动表明看好并将持续
深耕中国市场。

超 3000家展商中，186家企业和机构成为七
届“全勤生”。
“进博会带来宝贵的发展机遇，每一次参展都

能感受到中国市场的活力与潜力。”连续七年参展
的蔡司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福斯特表示，未来将
进一步加大在华投资，扩大与中国本土科技企业
合作。

老朋友常见，新面孔更多。今年，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70多个境外商协会携 1500多家中小企
业组团参加进博会，其中不少是新参与组团。

聚焦生命科学赛道，首次参展的亚虹香港带
来一款无创治疗宫颈癌前病变的光动力药械组合
产品。“进博会是全球创新产品和技术的展示窗
口，希望借此推动并加速填补临床空白产品在中
国落地，早日惠及更多患者。”亚虹香港创始人、董
事长兼 CEO潘柯说。

超 3000家展商中，不少企业带来全球新品、
前沿技术、创新服务。
以开放促创新。前六届进博会累计展出近

25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为全
球企业搭建了创新合作的平台，助力中国高质量
发展阔步前行。

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生命科学、制造技
术四大赛道升级打造创新孵化专区，首设新材料
专区，在汽车展区展示未来出行的 N种可能……
第七届进博会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同
经济深度融合。
德国企业默克是今年新材料专区的首批展商

之一。“进博会是转化前沿创新成果和推动多方合
作的‘催化剂’。”默克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默克
中国总裁何慕麒表示，期待借力进博会拓展本土
创新与合作，促进全行业高质量发展。

进博会的“老朋友”默沙东是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展区的大展商，带来最前沿的科研成果，重点
展示 HPV疫苗、肿瘤治疗药物等创新药物组合及

医疗方案。“希望通过进博会的窗口，加速医疗科
技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解决更多未被满足的医
疗需求，助力推动中国以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
展。”默沙东全球高级副总裁兼默沙东中国总裁田
安娜说。
“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不让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进博会以实际
行动让合作共赢惠及世界。

超 3000家展商中，有一些来自最不发达国家。
第七届进博会支持 37个最不发达国家参展，

提供 120多个免费展位，扩容非洲产品专区。
从事蜂蜜生产和销售的坦桑尼亚“未来企业

发展公司”今年首次参加进博会。公司经理杰克
逊·姆波内拉表示，参加第七届进博会是坦桑尼亚
蜂产品生厂商的重大机遇，期待能进入广袤的中
国市场并在全球市场上迈出坚实一步。

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正在全球显现。孟加拉
国的黄麻手工艺品、阿富汗的地毯……越来越多
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通过进博会的广阔平
台进入中国市场，融入世界经济。

开放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
中国的鲜明标识。

从最初的一粒合作种子，到如今枝叶繁茂的
常青树，越办越好的进博会持续释放“开放红利”，
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新华社上海 11月 5日电）
新华社记者宋佳周蕊

越办越好，进博会七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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