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成都应如何落实传导公园城市示
范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要求，打造形
成功能布局均衡、产业特色鲜明、空间尺度宜人、山水人城
和谐共生的新型城市单元和市民生活共同体？

在此次公园城市论坛中，来自海内外的企业代表、专家
学者纷纷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段进表示，“空间基因”是指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社会
人文的互动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
式，既是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长期互动契合与演
化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地域特有的信息，形成城市特色的标
识，又起着维护三者和谐关系的作用。

段进告诉记者，“我们找到了成都的空间基因，并在天
府新区的规划中给予应用。”在他看来，空间基因是构建体
现文化差异、区域差异及高品质城市空间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进：

在规划中应用“空间基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

让公园城市指数具有国际影响力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公园城市指数研究的统筹推进、可

持续发展，使公园城市指数成为诞生于天府新区，成长于成
都，服务于全国，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共产品。”石楠表示。

石楠说，要把公园城市指数研究中心打造成更加开放
的国际化平台，持续推进公园城市指数研究，提供一套对城
市发展进行评估的方法体系和公共产品。

成都天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科：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践行国企担当
作为城市建设者，成都天投集团始终牢记国企使命担

当，始终将新发展理念贯穿项目“投建运管”全过程，用一个
个精品项目勾勒公园城市的美好“拼图”。

公园城市也是一片前景广阔的“蔚蓝海域”，集团将创新
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借势城市崛起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宋建明：

将天府新区打造为“银城彩市”
“城市发展过程中保持着城市发展的定位和面向未来

的状态。在天府新区，我们想造就一种‘银城彩市’形态。”
宋建明说，为打造“银城彩市”的城市风貌，要从艺术技术，
上位规划、多规合一的状态，以及从整个全域的关注、审查、
营造、评估等程序推进城市尺度的色彩规划落地。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天
府新区总规划师匡晓明：

“绿色建筑”是探索方向之一
在匡晓明看来，“绿色建筑”也是建设公园城市的探索

方向之一。可以通过对碳排放和减碳值进行定期监测，再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其进行精细化地处理，从而精
准地做好城市的规划与设计。

“下一步，我们要更加强调技术性和科学性，使公园城
市建设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结合起来。”匡晓明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汪玉凯：

提升数据利用效能助力精细决策
“成都的数字政府建设基础打得好，成都市智慧蓉城建设

投入比较大，成效很明显，属于国家第一方阵。接下来要提升数
据开发利用能力。”汪玉凯说。

汪玉凯提出，以数字化变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一要抓
住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矛盾，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二要破解政府内部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完善制度规则体
系、安全保障体系、平台支撑体系和数据资源体系建设。让
更多数据汇聚到平台，才能助力决策治理更加精细化。

分论坛
分享未来公园社区建设经验

4月26日，第三届公园城市论坛第一分论坛
在四川天府新区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分论坛
以“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创造宜居美好生活，增进
公园城市民生福祉”为主题，邀请了6名全国城
市治理、城市规划与社区建设等相关领域专家大
咖作主旨交流，分享了未来社区建设的实践经
验，为下阶段成都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开拓了眼
界、启发了思路。

据了解，该分论坛现场发布了《成都市未来
公园社区建设导则》，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高效能治理总体要求，确定了未来公园社
区“安全、宜人、智慧、低碳、健康、共享”6 大目
标，从建筑环境、绿色交通、市政设施、公共服
务、智慧韧性 5 个建设维度，生态融合、低碳生
活等 20 项建设内容，构建了 44 个“约束性+引
导性”建设指标，确定未来公园社区建设标准、
品质和要求，规范指引未来公园社区的项目设
计和建设。

谈及未来公园社区的主要特征，四川大
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城乡基层社会治理
研究院院长姜晓萍认为，面对数智时代的复
杂性、城市治理的脆弱性、风险社会的不确
定性，智能-韧性将成为未来公园社区的重
要特征。

此外，在乡村地区，未来公园社区将如何落
地呈现？成都市明月村&铁牛村总规划师、麦昆
塔建筑规划设计中心创始人施国平以蒲江县铁
牛村未来乡村公园社区的实践经验为例，提出

“新规划、新产业、新人才、新治理”的未来公园社
区营造策略。

分论坛
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

在以“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塑造公园城市优
美形态”为主题的第二分论坛上，6名相关领域
的专家教授做了主题演讲，对降碳减污、低碳绿
色建设路径、公园城市建设的新探索等进行了分
享讨论。

“未来城市需要营建生物友好的低碳绿色空
间，要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汇提升协同保护规

划、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构建与生境修复、
碳中和导向下的城市绿色空间系统优化等路径
出发，实现低碳绿色空间建设路径。”北京林业大
学园林学院院长郑曦强调。

随着 2030 年碳中和目标提出，成都将从三
方面研究探讨，提升生态系统实现碳中和难
题。第一，构建多角度的陆地生态系统，碳价值
核算体系；第二，研究构建建设公园城市过程
中，碳价值的涨幅情况，以及它的空间的分析。
第三，分析区域碳价值的驱动因素，研究改变碳
价值的因素。

天府绿道，是全球规划建设最长的绿道系
统，是公园城市的绿色脉络，协调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内涵支撑，对于塑造公园城市的形态、城
市空间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绿道体系的
构建体现了成都市营城理念不断创新和生态文
明实践持续探究，形成了简约健康的生活价
值。天府绿道构建了慢行、跑步、足球、健身等
绿色生态系统，引导市民低碳出行，提升市民健
康指数。

据了解，在第二分论坛上，发布了由成都市
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共同编制的《成都天府绿道白皮书》。同时，还
发布了《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GEP）核算报告》《我的公园我的城》系列专
题片，以及《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指数”》。

分论坛
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

超大城市之“大”，在人众，在地广，更在质
优。这对健全现代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第三分论坛围绕“健全现代治理体系，增强
公园城市治理效能”主题，共同探索新时代超大
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展望城市现代化建设新
愿景。

“建成市域物联感知中心和感知源‘一张
图’，全面感知城市体征，有效汇聚公共安全、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三大领域 272 项城市运行
生命体征指标以及 58 项风险预警告警信息，
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主旨演讲环
节，成都市网络理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统筹
推进“四个一”是增强城市治理效能的关键：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数
据资源“一网通享”、社会诉求“一键回应”。此
外，要持续推动跨省通办、川渝通办、成德眉资

通办、全域通办事项落地落实。
对于社会诉求，要加快推进“一键回应”，持

续优化以12345亲清在线为代表的特色品牌，提
升诉求办理质效。

此次论坛上，成都以开放之姿，诚邀各界专
家共聚蓉城，为提升公园城市治理效能建言献
策。既要有基于政策导向的前瞻性，也要有充满
人情味、人性化的服务，打造宜居宜业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

记者注意到，此次分论坛还举行了智慧蓉城
建设生态企业签约仪式，智慧蓉城研究院与四川
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智库分别签约，成都
数据集团与腾讯、百度、阿里云等企业分别签约，
成都城投数智集团与华为、成都智元汇、中国移
动成都分公司等分别签约。

分论坛
共话天府新区创新实践

昨日下午，在以“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先行区——天府新区创新实践”为主题的天府
新区分论坛上，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咖们坐而论
道，话理论、寻对策、求共识，共同探索公园城市
先行区建设路径，共同展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
展愿景。

会上，四川天府新区管委会、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成都设计咨询集团签约共建公园城市
指数研究中心。未来，三方将共同支撑指数研
究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园
城市理论与实践经验在“首提地”开花结果、复
制推广。

与此同时，《公园城市之理想校园——天府
新区校园建筑空间营造创新实践》（简称《创新实
践》）成果现场发布。据介绍，《创新实践》以理想
校园为样本，围绕“生活、空间、治理”三大维度，
按照理想校园的缘由、什么是理想校园、怎么建
设理想校园、如何管理理想校园、理想校园的多
种可能性等进行全面解读，致力于为公园城市建
设提供案例和经验。

论坛上，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天府新区水生
态建设总顾问张饮江从绿色生态场景、空间美学
场景、智慧城市场景等多个方面，对天府新区鹿
溪河流域水生态综合整治进行分享，“目前兴隆
湖已经成为网红打卡旅游胜地，但我觉得这只是
开始，未来我们将以更高品质的水生态环境来支
撑公园城市高质量建设与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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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建设公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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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分论坛于当日下午平行举办，国内外
城市代表、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从绿
色低碳的城市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交通结

构、能源结构4个维度分享城市实践经验。
优化产业结构，成都着力打造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中国城市
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赵坤表示，成都市在贯彻
生 态 文 明 和 绿 色 低 碳 发
展理念要求的基础上，深
刻把握国际国内绿色低
碳 转 型 的 重 大 产 业 和
市场机遇，提出优化产
业结构，聚焦“强二优
三”，促进绿色低碳发
展的战略思路，在产业
领域治理方面更加注

重强链条、促创新、育生态，为城市绿色低碳产
业发展实践提供了优秀的示范。

多方分享，成都城市更新案例出圈。在城
市分享环节，来自国内外的城市代表，分享了
在城市更新、城市空间调整助力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方面的代表性案例。在城市更新的典型
案例分享环节，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王建新分享了成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的生
动实践和代表案例。近年来，成都围绕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系统谋划推
进城市竞争机制，统筹推进社区治理、业态提
升等，实现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产业业
态植入、历史文化传承和人居环境改造等方
面，涌现了一批代表性案例，包括武侯区的玉
林中部片区、青羊区的少城片区以及电子科大
东二院的老旧小区改造等，不断满足居民对高
品质生活的向往。

第六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4场分论坛平行举办

成都分享城市更新代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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