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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 重庆日报 记者 王天翊

6月3日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
华会见了来渝出席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
合实施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
莉明一行。会见中，双方表示，愿共同落实好中新两国领导
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携手开创陆海新通道共建新局面、丰富
重点领域合作新内涵、打造数字化绿色化合作新成果、拓展
人文科教合作新空间，努力形成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更多标
志性成果，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
展贡献力量。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
豪、驻华大使陈海泉，重庆市副市长徐建参加。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郑宇

远山叠翠、玉河流水潺潺，错落有致的
房屋，蜿蜒美丽的彩色步道……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皆成风景，这里是大足区棠香街道
和平村和惜字阁村，也是“棠香人家”AAAA
级旅游景区所在地。

5月末的玉河畔，一处面积约 50亩的草
坪被改造成了露营区，五颜六色的帐篷错落
有致，三五成群的游人嬉戏玩耍。

很难想象，这处草坪曾因土地性质不
明、权属不清、边界模糊而被闲置多年。

改变，源于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大足区规划设计和勘测院以三维实景赋能
乡村规划建设，沟通林业、农业农村等行业
主管部门及村民小组，探索建立“三维地籍
数据库”，将耕地、林地等土地权属、承包合
同、流转记录等数据关联三维空间坐标，解
决了相关地块权属重叠问题。

“三维实景模型能够更加直观、准确地
反映乡村的地理环境、村容村貌、用地布局
等信息，为村庄在现代化治理等方面提供更
好的技术支持。”大足区规划设计和勘测院
院长曹春霞介绍，三维实景模型的应用可实
现项目空间精准布局及落地实施，推动村庄
规划从转型“主动管控”，为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提供精准空间保障。

“糊涂账”变“明白账”：
三维模型厘清土地权属边界

“2023年，大足区聚焦整村试点、实施连
片推进，首批选定和平村、惜字阁村等村社
开展‘五合一’改革试点。”棠香街道人大工
委主任冯兴华介绍，“五合一”改革，就是在
大足区原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点的基础上，叠加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农村宅基地腾退、农
村土地承包精准确权等4项改革。

因此，和平村、惜字阁村于 2024年进行
了统一的村庄规划编制，以两村为总体规划
范围，统筹谋划安排用地布局、设施配套、产
业发展等，探索村庄协同发展路径。

“和平村、惜字阁村毗邻大足城区，资
源富集，项目较多。”曹春霞介绍，为此大足
在村庄规划编制中探索植入了三维实景模
型，“相比于传统的二维平面规划图，管理
部门可以在三维实景模型中导入拟建项目
的设计模型来直观展示规划方案实施后的
效果、与周边环境的真实关系等，有助于在
审查规划及项目引进时作出更加科学、合
理的研判。”

去年 10月开始，通过无人机航拍、数字
建模，大足区规划设计和勘测院用时一个
多月初步建成了和平村、惜字阁村三维实
景模型。

“传统规划图纸多为二维平面，村民对
图纸中各类规划要素的位置、边界等模糊不
清，在农村宅基地腾退等改革中往往要花费
大量时间和成本进行现场调研和勘测。”和
平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燕介绍，三维实景模型
整合叠加各类要素信息，村民可以更直观清
晰地了解村庄的整体情况，在三维实景模型
上就能完成宅基地拆旧建新、林地、耕地权
属确认等诸多事情。

“纸上选地”成历史：
村民指尖划动精准定宅基

“三维模型搞得好，我在电脑上就把起新
屋的地选好了。”5月29日，和平村三组村民
郭开春坐在自家新落成的房屋前和记者闲话
家常，“新屋起在马路边，出门方便多了。”

此前，郭开春一家住在山坡上，不仅出

行极为不便，房屋也因建成年代久远而出现
破损。

“我就想着换个地方起新屋，最好能在
路边边，但选过来选过去都没有找到合适
的。”近一年时间里，刘燕等村干部陪着郭开
春看平面规划图、在村里实地勘测选地，始
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区域，“有时候平面图上
看了得行，到现场一看结果旁边是个高边
坡，又不得行；有时候现场看了得行，结果土
地性质又不允许建房。”

去年年底建成的三维实景模型，解决了
郭开春选址建房的难题。

“三维实景模型整合了多部门的要素信
息，不仅能直观看到地形地貌，还能清晰地
展示用地情况。”曹春霞介绍，截至目前，三
维实景模型已辅助两村 13户村民完成宅基
地选址、建设空间边界识别等工作，避免了
宅基地建设超出批准范围的情形。

在此基础上，三维实景模型还协助大足
区住建委对姜家院子等 29户传统风貌建筑
修缮及周边环境优化方案进行评估。

地处惜字阁村的姜家院子因年久失
修、破败不堪，姜家后人计划将其拆除后新
建房屋。

“我们在三维建模时发现，姜家院子是
传统的半围合、斗拱建筑，现场查看后又发
现其始建于光绪年间，具有一定的保护价
值，就建议改拆除为修缮。”曹春霞介绍，在
征得姜家后人同意后，大足区规划设计和勘
测院利用三维建模技术对姜家院子进行复
原，“哪个地方用什么材料修复，修复效果如
何，我们就先在三维建模上进行试验，力求
与原有建筑保持一致。”

在姜家院子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也完
全依照三维建模指导工匠逐一进行修复，确
保了修复效果，让姜家院子成为了乡村旅游

“打卡地”。

“沉睡”古宅焕新生：
建模复原指引传统院落修缮

从大足城区驱车出发，短短几分钟时间
便来到了和平村、惜字阁村，宁静、朴实，远
离喧嚣。

玉河在两个美丽的村子里蜿蜒流淌，河
岸上 8.4公里的彩色步道与露营区相连，为
人们提供了散步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露营区这个地方，村集体从村民手里
流转过来多年，却一直没有用起来。”刘燕介
绍，地块未能有效利用，村集体没有任何收
益，每年还要向村民支付每亩 600元的土地
流转费，“这块地的性质、边界等很难界定，
如果用来发展产业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行
洪安全，这么多年就一直闲置了。”

三维实景模型的建成，解决了这个难题。
“叠加各部门的要素信息后，三维实景

模型能够清晰界定农村生活空间、生产空
间、生态空间及对应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这‘三区
三线’，从而对地块的边界、性质、权属等做
出准确判断。”曹春霞介绍，从三维实景模型
上看，该地块没有侵占河道管理线，也不会
影响行洪安全，从而为村集体合理利用该地
块找到了依据。

随后，村里对地块进行平整绿化后引进
了经营主体，建成了露营区，不仅为游客增
加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区域，也为村集体增加
了收入。

截至目前，三维实景模型已为和平村、
惜字阁村多处项目建设及土地流转提供了
技术支持，同时为村内3处广场选址、方案设
计提供支持，协助确定了 50个田间摄像头、
12个在建房摄像头布点位置，为村内流转的
515亩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的土地初步划定范
围，便于村集体统一管理经营。

新渝报讯（记者 陈安林 冯叶飞）近日记者从拾万镇获
悉，今年 3月 21日到 5月末，拾万镇隆平五彩田园共吸引全
市15所中小学及研学机构，共计10500名学生来此研学。

自今年 3月 21日起，拾万镇隆平五彩田园陆续迎来学
生研学。本轮研学高峰出现在 3月 24日，当日共有 2000余
名学生在拾万镇隆平五彩田园研学。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上学期的总研学人数中有 2500余名学生来自重庆主城区，
占总人数的1/4。其中，园区还通过费用减免政策惠及困难
学生213人，教育普惠实践成效显著。

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结束，拾万镇隆平五彩田园今
年上半学期的研学也进入尾声。今年9月起，隆平五彩田园
还将延续“研学热”态势。园区将不断丰富研学课程体系，
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吸引更多学生前来探索农业奥秘，感受
田园魅力，进一步推动农旅融合与研学教育的深度发展。

据悉，隆平五彩田园依托袁隆平院士设立的重庆首个院
士专家工作站，以五彩水稻为特色，打造了集农业观光、科普
教育、农事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研学基地。学生们在这里既
能亲近自然，了解水稻种植知识，又能体验传统农耕文化。

□ 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清晨，“空中巴士”穿行立体山城；充电站
内，新能源车辆有序充电；航道上，长江游轮
正通过清洁岸电补充能量——这些日常场
景，正勾勒出重庆绿色交通发展的鲜活图景。

近年来，重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有力推动了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今
年5月21日，我市印发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中提
出，将高质量推进山城步道、自行车立体过街
设施、加快道路慢行系统建设、加密充换电设
施布局。到2027年，轨道公交一体化换乘100
米覆盖率达到90%以上，50米覆盖率达到80%
以上，山城绿道总里程突破800公里，中心城
区绿色出行比例维持在70%以上。

一条条绿色交通线，串联起了城市的发

展“动脉”。

“轨道交通、公共汽车、慢行步道”三网合一
让市民省时省力Citywalk

秀湖公园、枫香湖儿童公园、古道湾公
园……初夏时节，行走在璧山城区，映入眼
帘的是绿树婆娑、碧水荡漾，30余座各具特
色的公园供市民休闲、供游客打卡。

串联起一座座公园的，便是璧山的“空
中巴士”——“云巴”。璧山“云巴”项目为全
球首条云巴示范线，途经大小7个公园站，市
民乘车时就可以饱览窗外生态美景。

“以往，市民或游客想要乘坐公共交通
游览打卡城市公园，没有这么方便。”璧山区
交通运输执法支队支队长刘炜表示介绍，轨
道交通 1号线终点璧山站，到最近的秀湖公

园距离为4.5公里，乘坐公交加上候车时间，
需要40分钟以上，更远的公园距离则超过7
公里，用时更久。

“云巴”交通体系正好解决了城市拥堵、
快捷出行难题。“贯穿城区南北的‘云巴’小
运量电驱轨道交通系统线路全长15.4公里、
设车站15座，无缝连接轨道交通1号线璧山
站。”刘炜介绍，该系统还实现全程自动驾
驶、自动行车、智能控制、智能调度，最高运
行速度80公里/小时，每小时运力近1万人。

如今，从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璧山站换乘
“云巴”前往秀湖公园时间已缩短至10分钟。

在“云巴”基础上，璧山区还打通了“云巴+
公交+慢行”三网融合绿色交通体系。“以公交车
为例，截至2024年底，全区35条公交线路、纯电
运营260辆公交车，新增更换纯电出租车247
辆、占全区出租车总量83%，促进公共交通运输

更加绿色低碳、更加节能环保。”刘炜介绍。
出行更方便了，如何让市民尽享绿色生

态Citywalk？“云巴”轨道下的空间成为璧山
区打造慢行交通脉络的生态空间——轨道
下方建有 10公里慢行绿道，沿线种植草坪
25万平方米，栽种蓝花楹、香樟、樱花、桂花、
银杏等乔木3200余棵。

“‘慢行’系统通过有机融合绿道骑行、步
行和游玩等功能，串联延伸至秀湖公园、枫香
湖儿童公园、东岳体育公园等城市绿色单元，
引领了市民绿色出行新风尚。”刘炜说。

截至2024年底，璧山区已在公路行道补
植树木 18万余株，国省县道公路优良率、绿
化率均达95%以上，投用大型换电站2座、超
充基础设施站点 38个、新能源充电桩 5544
个，推广应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提高绿色
交通能效水平。 （下转2版）

□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6月 3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4年底，经科技部批复，成渝地区

“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启动建设。新闻发布
会对该中心的功能定位，以及建设过程中采取的具
体举措进行了介绍。

据介绍，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两地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2024年底，经
科技部批复，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启动建设。

据了解，中心将按照“一个中心、两地共建、众点
协同”模式，由四川省和重庆市共同组织，依托四川
省科技交流中心、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联合共建，联
动成渝地区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科技园区、科研院
所和科技企业，形成多层次的国际技术转移体系。

具体而言，川渝两地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快成
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

着力搭建国际技术转移平台。整合两地国际技
术转移要素资源，建设需求信息库、项目库和专家库，
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打造信息服务平台，并联动国家统
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设跨境技术交易平台。

（下转2版）

袁家军胡衡华会见
新加坡数码发展
及新闻部长杨莉明

大足乡村装上“三维慧眼”

权属清了 古宅活了 产业旺了

□ 重庆日报记者 王翔

6月3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在重庆召开。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部长杨莉明，市
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共同主持会议。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
豪、驻华大使陈海泉，市领导罗蔺、陈新武、徐建参加。

会议听取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以来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研究《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总体发展规划（2026—2030年）》。

杨莉明感谢重庆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实施所做的努
力。她说，今年是新加坡与中国建交35周年，两国关系不断
发展，贸易投资联系日益紧密。新加坡是重庆最大的外资来
源国，这体现了投资者扎根重庆发展的坚定信心，彰显了新渝
多领域经贸合作格局。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实施十年来，在新
中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新渝双方紧密合作，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在推动贸易合作、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等方面发挥的积
极作用，契合双方打造连接东南亚与中国西部的“双枢纽”、深
化拓展“面对面”合作的共同愿景。新加坡将继续与重庆紧密
协作，把握未来发展新机遇，依托陆海新通道，推动互联互通，
探索制度创新，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
作，努力把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打造成新中合作的典范。

胡衡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新方积极推动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表示感谢。胡衡华说，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新
加坡黄循财总理时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我们深化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务实合作提供了战略指引、注入了强大动力。今年是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实施10周年。十年来，重庆和新加坡同向
发力、相向而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建设全方位推进，打通了
中国西部连通东盟的新通道，搭建了“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
新平台，树立了中新交流合作的新典范。面向未来，我们愿与
新方一道，坚守项目初心、坚定携手同行，继续遵循“高起点、
高水平、创新型”要求，进一步创新合作机制、拓展合作深度，
共同深化陆海新通道合作共建，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共同培
育新质生产力，打造更多实体化可视化项目；共同推动跨区域
交流合作，增强渝新“双枢纽”辐射带动力；共同推动政策创
新，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共同办好十周年系列活
动，充分展现项目的广阔前景和强劲动力，推动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更好发挥示范引领效应、增强辐射带动作用。

会后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活动，共签约项目23个，涵盖
交通物流、金融服务、信息通信、绿色能源、教育科技、医疗
健康等多个领域。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
第 十 次 会 议 召 开

杨莉明胡衡华共同主持

6月1日，夜色中的大足昌州古城流
光溢彩，璀璨夜市灯火如昼，古城夜景
与香国公园的热闹氛围交相辉映。香
国公园妙善湖上，夜龙舟竞渡正酣，铁
水火龙腾跃飞舞，金花四溅，处处洋溢
着热闹非凡的节日氛围。今年，大足区
融合传统与创新文旅盛会，让古城夜晚
焕发勃勃生机。

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摄

打造“云巴”交通体系、慢行系统、绿色航道……

“绿色交通”串联重庆城市发展“动脉”
隆平五彩田园研学火爆

近两月接待学生逾万人次

3年促成国际合作项目100项以上

成渝地区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璀璨夜景
醉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