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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府新区兴隆湖西南角，有一家湖畔

书店，因落地窗延伸至水下而走红。走进书

店，人的视线与水面平齐，形成一个从纵剖面

观察水下世界的绝佳窗口。

窗外，阳光照进清澈的湖水，茂密的水草

随水飘舞；敏捷的游鱼摇鳍摆尾，悉心护住一

群芝麻粒大小的鱼苗。

窗内，几个小朋友屏住呼吸观察吸附在玻

璃上缓慢移动的螺蛳，目不转睛；年轻人捧着

咖啡，倚在沙发上，读几页书，看一眼窗外的碧

水蓝天。

如何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如何在城

市建设中“聚焦人的感受”？在探索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建设中，四川天府新区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

公园城市为人民。

70.1%的蓝绿空间占比，是天府新区营造

宜居生活空间的底气。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从“城市中建公园”转变到“公

园中建城市”，城市规划从“沿路摊大饼”转向

“拥绿亲水”“组团发展”，城市建设追求“因天

材，就地利”，依托兴隆湖、鹿溪河、龙泉山等独

特风光，天府新区呈现出一幅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画卷。

公园城市人民建。

2 万份问卷，勾勒出一所公园城市中的理

想校园。在探索公园城市创新实践的过程中，

天府新区在全国首设公园城市建设局，又在公

园城市建设局内首设理想街区处。为了建好

理想校园，理想街区处通过问卷征求意见，邀

请市民共同参与设计方案评审，大到图书馆和

活动空间怎么规划建设，小到大门朝哪里开、

种些什么植物。

公园城市不是简单的“公园+城市”，而是

探索解决什么样的城市能让居民生活更加宜

居宜业这一长远问题。答好这个问题，市民最

有发言权。从面向公众征集湖畔书店设计方

案，到回应市民亲近绿地需求更换草坪草种，

市民对城市发展的参与感、认同感不断增强，

也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更有凝聚力。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自然风貌，一个城

市有一个城市的发展路径。未来的公园城市，

可能是“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也可能是

“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公园城

市面貌或许千姿百态，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追求始终如一。

在公园城市诗意地栖居
许 晴

沿着笔直宽阔的成都天府大道驱车南下，高

楼慢慢隐去，城市日渐舒朗。

远望兴隆湖，水光潋滟，鹭鸟翔集；漫步城市

生态绿道，笑语欢歌，生意盎然；邻水而建的成都

科学城，楼宇错落有致，一批重大项目和创新平

台拔节生长。

依山水建城，以自然营城。

四川天府新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府新

区考察时的嘱托，坚持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先行先

试，着力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建成生态绿道 360
公里、连片蓝绿空间 7.5 万亩，加快构建城市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形态。

城绿相合，聚人兴产。2022 年，天府新区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 4532 亿元，累计形成电子信息、

汽车制造、数字经济 3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创新

引擎动力充沛，建圈强链加速推进。

水清，岸绿，业兴，人和。开局之年寻访天府

新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公园城市山水画卷渐

次铺展。

高起点规划—
让 好 山 好 水 好 风 光 融 入

城市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让城市不再是一块密不透风的

“水泥板”。

白纸作画，2014 年 10 月获批为国家级新区的

天府新区，坚持高起点规划，从各个空间维度深化

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让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感觉城市是从自然中有机生长出来的，走出家门

时就像走在自家花园一样。

区别于传统的“摊大饼”式布局，天府新区沿

鹿溪河自北向南布局天府总部商务区、成都科学

城、天府数字文创城等 3 个城市组团，组团之间以

生态廊道相连，形成“拥绿亲水”组团嵌套式发展。

“每个城市组团内部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公园

片区、公园社区和公园街区，形成公园城市四级

空间结构。”天府新区管委会主任陈历章介绍，通

过四级空间体系协调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不削山

头、不填沟壑、不改水系，不仅把好山好水好风光

融入城市，还能最大程度降低城市开发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

近看兴隆湖，碧波荡漾，水草丰茂。曾经，这

里还只是鹿溪河流域的一处滞洪洼地。

2013 年 11 月，设计团队充分利用自然低洼

地形特点，尽量保持原有的地貌、地势，壅水成

湖。2020 年 8 月，兴隆湖水生态综合提升工程启

动。如今，兴隆湖水质从总体的地表水Ⅳ类稳定

到Ⅲ类，有些地方甚至达到Ⅰ类或Ⅱ类，部分水

体透明度达 4 米以上。

“我们采用基于自然手法的生态修复手段，

在湖底进行地形设计和地形修复，营造有利于水

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因天材，就地利。公园城市建设以自然为美。

不仅是兴隆湖，天府新区保留 80%以上的自然

地貌，打造园中现城、城园相融的城市形态：从稍远

处望去，成都地铁 1号线广福站 C 出口“嵌”在红砂

岩山体中，与周边地貌浑然一体；城市绿廊建设立

足保持自然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尽可能使用乌桕

等本地苗木；位于兴隆湖西南侧的湖畔书店，一侧

的玻璃幕墙沉入水底 1米，鱼群在摇曳水草丛中穿

梭的场景清晰可见，生趣盎然……公园、街道、建

筑在这里有机相融，形成了“三分山水四分田，三

分城市嵌其间”的城市自然格局。

邻水营城，沿绿布局。如今，城市组团拥绿

亲水，涌现高质量发展动能——

天府总部商务区汇聚产业动能，累计签约产

业项目 127 个，投资额达 2630 亿元；成都科学城

提升发展能级，引育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等校院地协同创新平台 65 个，持续完善高新技

术服务业生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000 余家；天

府数字文创城发力创意经济，招引网络视听、创

意设计、文博旅游等新兴领域重大项目 47 个，总

投资超 784 亿元，2022 年会展业总收入达 143.7
亿元，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等聚势效应强劲。

实现高质量发展，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如何

统筹？天府新区做好城市规划“加减法”：为合理

控制各类用地规划比重，天府新区将城市建设区

产业用地比重由 27.2%压缩至 20.6%，生态空间

比例由 65.7%提高到 70.1%。

地上，生态留白。地下，管廊纵横。

在天府新区雅州路的一处停车场，地下综合

管廊的入口就在眼前。沿管廊前行，电力、通信、

自来水等管线整齐排列，不时还有轮式巡检机器

人往来开展检查作业。

天投集团综合管廊运维项目负责人谭博文

说：“地下综合管廊能有效解决架空线缆造成的

‘空中蜘蛛网’以及道路维修反复开挖造成的‘马

路拉链’等问题，既能打造有序舒朗的公园城市

地上景观，又能提高市政管线维护效率。”

“公园城市的建设规划不仅要考虑街道多

宽、绿地多大，更要考虑人如何舒适地工作生活、

城市发展如何与好山好水好风光相融。”天府新

区公园城市建设局重大项目处副处长邱伟说。

高水平建设—
湿地绿地成为生态价值转

化的家底

沿公路蜿蜒而上，山间桃花芳姿明媚。登高

远眺，成片桃林浅深层叠，错落纷繁……3 月，正

值龙泉驿区桃源村桃花盛开，风景如画，引得游

人如织。

“每到桃花季，很多市民叫上亲友，来龙泉山

看日出、赏桃花。我们办起茶馆民宿，经营生态

采摘，游客在这玩得舒心、吃得放心。”桃源村党

总支书记张军说：“好山好水是我们发展生态旅

游的‘自然家底’。”

“在天府新区，湿地、绿地不仅是城市点缀，

更是生态价值转化的家底。我们遵循生态打底，

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

增效。”天府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说。

兴隆湖北岸，天府新经济产业园。拥水而

建、错落有致的办公楼与城市绿道、湖景风光相

宜相融。

“科创企业发展离不开科研氛围，也需要宜

人的自然环境氛围。”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

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6 年 3 月落户天府新区

以来，研究院已承担各级科研项目 700 余个，同

时发挥产业发展平台作用，孵化企业 16 家，其中

有一半企业选择继续落户天府新区。

高颜值生态环境吸引高水平产业投资，天府

新区不断丰富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一边是产研一体化工业楼宇和人才公寓，一

边是林木幽幽的城市森林公园……在成都天府国

际生物城，中央核心区规划建设总面积达 206 公

顷的永安湖城市森林公园，与园区建筑群毗邻。

“从没见过一个园区，能花这么大的心思打造

这样舒适宜人的环境。”成都优赛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郭宇杰说：“在永安湖边，环湖而行的

路人不少都是科研工作者，从技术升级到工艺创

新，有些‘金点子’往往在闲谈散步中迸发。”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自然衔接，人才纷至沓

来，企业集聚落户。据统计，成都天府国际生物

城目前已引进高素质产业人才 1.1 万余人，在研

药械品种 159 个，一批医药领域头部企业在此落

户成长。

生态圈支撑产业圈，“黑科技”助力绿生态。

兴隆湖东侧，鹿溪河三面环绕，处于河湖生

态带交汇点的成都科创生态岛施工建设现场塔

吊林立，多个高度不同的圆弧形建筑犹如一个个

“圆形细胞体”分布排列。

“这种中空式螺旋设计能最大程度接收自然

光线。”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成都科创生态岛的设

计方案调整了好几次，为的就是尽可能降低能耗，

“要考虑各种细节，比如把通风管道从传统的金属

材质改为自带保温层的布艺方案，能使冷暖气传

送中降低热损耗，从而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

在天府新区，创新成果延伸到绿色发展的

“毛细血管”。公园城市建设为低碳技术、清洁能

源提供了更多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城市“绿意”。

高质量发展—
做好发展与生态相融相促

的“综合题”

龙泉山下，在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每小时就

有 130 台新车下线。

“我们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环节。以涂

装车间为例，所采用的干式喷房技术能从源头实

现消减 90%涂装废水，主要排放口采用燃烧法处

理涂装废气，废气处理效率超 90%。”公司涂装车

间经理陈光说。

作为西南地区汽车工业主产区之一，龙泉驿

区 2022 年汽车制造业产值达 1541 亿元，集聚了

一汽大众等整车企业 10 家以及零部件配套企业

500 余家。

立足产业基础，助力绿色低碳。龙泉驿区还

将整车企业、重点零部件企业和生产废旧钢铁回

收处理企业和物流运输等服务企业纳入绿色汽

车产业园试点，实行产业绿色准入和碳排放统计

管理制度，努力打造完善的汽车产业链体系。

答好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天府新区推动

产业发展同公园城市建设相融相宜，推动制造业

向更轻、更精、更新方向发展，培育做强研发型制

造业。同时，积极发展总部经济、科技服务等重

点产业和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已集聚新经济企业

2 万余家，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300 亿元，高质量发

展涌现澎湃动力。

发展与生态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

相融相促的“综合题”。“天府新区将加快建设公园

城市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力争 5 年内对全省的经

济贡献度提高 1.5个百分点。”陈历章说。

如何先行先试、打造样板？天府新区围绕创

新二字落笔作答。

集聚科研机构，布局基础研究。

近年来，天府新区全力推进成渝（兴隆湖）综

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加快布局高水平实验室、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战略科技力量。以成都科学

城为主要承载地，聚焦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和生

态环境等领域，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6
个、交叉研究平台 5 个，引聚中科系、中核系等国

家科研院所 26 家。

高能级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如今，环兴

隆湖布局的成都科学城已形成集科研、创新、孵

化等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地。成都科创

生态岛、成都超算中心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和国

家级创新平台成功落地，汇聚创新动能。天府

新区眉山片区聚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抢先布局新

赛道。

搭建孵化平台，推动成果转化。

“我们已经从这里‘毕业’了，从办公场所到

资金支持，天府菁蓉大厦在我们处于初创阶段时

给予了实实在在的支持。”成都汇蓉国科微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宗福说。

目前，天府创新中心、天府菁蓉大厦已累计

孵化“毕业”企业 60 余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80 余家。2022 年，天府创新中心、天府菁蓉大

厦在孵企业营收合计达 31.85 亿元。

“宜人的公园城市生态和优越的科研创业氛

围，让天府新区加速成为创新人才集聚地，从基

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

体系初步形成。我们将进一步加速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激发科技创新发展活力。”天府新区科创

和人才局相关负责同志说。

高品质生活—
让老百姓共享公园城市建

设成果

推窗可见景，出门即入画。

市民刘女士的家就在距离兴隆湖不远的保水

社区。“兴隆湖就是大家的公园。湖畔观鸟、散步

休闲、沙滩玩耍，老老少少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刘女士说。

“在天府新区，有这样一个‘规矩’：无论产业

大小，每个项目在规划建设时，都设置一条面向

公众开放的绿道，并形成连贯的绿道体系。居民

望山见水，在公园城市享受高品质生活。”兴隆街

道党工委书记殷波说。

城在园中，蓝绿相融。每到周末，绿意盎然

的生态湿地公园便成了户外露营地。

邱伟指着一处街区绿地介绍，为满足市民野

餐露营等户外活动需求，他们经过多次试验，最

终选用了耐践踏、成活率高的草种，同时对露营

区草坪采取“轮休”，实行分区域分批次开放，让

居民四季都能体验休闲游憩和绿色开敞空间。

“走！上屋顶转转！”

在华阳街道安公社区菜蔬新居小区，居民楼

楼顶打通连成一片，绿草如茵、鲜花娇艳。

小区建于 1999 年，早前并未规划绿化和公

共 活 动 空 间 ，不 少 顶 楼 住 户 还 饱 受 漏 水 困 扰 。

2019 年，安公社区组织居民共同发起老旧屋顶改

造，通过违建治理、杂物清运、生态植入和空间再

造，让老旧屋顶变成空中花园。

“楼顶铺设的针叶佛甲草不扎根，不但不破

坏防水，还能起到涵养防水效果，既增添绿意，又

解决漏水困扰。”安公社区党委副书记赵登强说。

改造完成后，小区居民共同承担日常管理维

护责任，除了自发浇水除草，还在屋顶种上花卉

蔬菜，共同打理维护。

“街区社区是老百姓直接感受城市的空间。

公园城市建设遵循以人为本的逻辑，让老百姓共

享公园城市建设成果。我们在公园城市建设局

增设理想街区处，选取样本街区进行规划建设和

探索实践，加快推进更人性化、精细化的公园城

市建设。”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理想街区处

负责人郑小波表示。

城市的万千魅力，孕育于自然天成，兴盛于

产业发展，最终归于人民的美好生活。

公园也是家园。按照 500—800 米的服务半

径布局 118 个“15 分钟公共服务圈”；建设华西天

府医院、天府中学在内的 300 多处基础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建设独立绿道体系，将社区服务和公

共绿色空间串联……从规划到建设，从理念到实

践，对于公园城市，老百姓的体会最真切、感受最

深刻——不仅整个城市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出

门也像在自家花园一样。

沿环湖绿道跑步锻炼的居民，和孩子在绿地

草 坪 玩 耍 的 父 母 ，尽 职 尽 责 的 护 林 员 、护 水 人

……身处公园城市，人人享受其中。

结合市民和周边企业意见，持续丰富兴隆湖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倾听社区小朋友的心声，将

孩子们的想法和期待纳入社区规划……身处公

园城市，人人参与其中。

公园城市有机生长，美好生活群众共享。在

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不仅让好山好水触手可

及，也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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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兴隆湖畔游人如织。 贾 樊摄（人民视觉）

图②：安公社区的“屋顶花园”。 天府新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③：中建低碳智慧示范办公大楼。 天府新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图④：建在龙泉山中的民宿。 龙泉驿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