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步，成都将加强区域
合作，着眼成德眉资同城化发
展需求，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
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衔接；着眼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
动数字成渝一体化；着眼“一
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长
江经济带战略重要节点城市
等国家战略布局的有效落地，
加强智慧城市建设协同协作，
共同提升区域共治共享水平。

数字天府新动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生活，正在因城市智慧化发展而更加
美好。

1月26日，“2021成都新经济共享大会”
在成都举行。会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七
大应用场景”之一，成为成都打造最适宜新
经济发展城市的动力，承载着这座城市从

“城市场景”向“场景城市”跃升的未来。
智慧城市，所要抵达的正是让城市管

理更加集约有序，并最终直指所有人的生
活，更好的生活。

“十四五”开局之年，成都定下目标，
到 2022 年，全市智慧城市架构体系基本
完善，“城市大脑”全面提能，进入全国智
慧城市第一方阵，成为全国“数字政府、智
慧社会”建设的典范城市。

从省到市，成都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
正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包括如何在智能
升级中，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在提升城
市的基础创新能力中，吸引更多优质资源
要素；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中，让架构能长
久融入城市发展中，成长适应，不断进化。

站在构建数字时代治理新机制的当
下，成都已握住了那把“钥匙”。

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

走进成都网络理政中心，巨大的环形
屏幕上，整个城市的毫末尽在眼前，这是
城市的“大脑中枢”，集成全成都市266个
信息系统与近10万路视频摄像、物联感
知设备信息。

——这里打通了“城市大脑”与管理
末端的“神经”，初步构建形成“全天候能
在线监测、能分析预测、能应急指挥”、成
都市和其辖区内的区（市）县两级联动的
智能城市治理运行体系。

在城市服务上，成都基于政务云平
台，打造的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社会诉求“一键回应”等，
早已实现。

对于未来，2020年12月26日召开的
成都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明确，力争到

2035 年，成都高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
本实现，全面建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
际门户枢纽城市。

放眼全国，据国际市场调研公司IDC
预测，尽管有疫情干扰，2020年中国智慧
城市支出规模将达到259亿美元，成为在
该领域支出第二大的国家；到2024年，中
国智慧城市支出规模将超过450亿美元。

因此，切合成都实际的智慧方案尤为
重要。对此，在《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包括要坚持场景
驱动、算法赋能、智能协同、多元共治，打
造韧性、绿色、宜人、安全的新型智慧城市
发展样板，成为全国“数字政府、智慧社
会”建设的典范城市。

——其中每一个目标，都需要更智慧
集约、规范有序的城市建设。

对此，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杨昕说，
支持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
动力的新型智慧城市，将根据全省数字经
济发展实际，以成都为核心区域，以区域
中心城市和基础较好的城市为重要区域，

以国家、省级产业园区和平台等为重要载
体开展先行先试，带动全省经济社会数字
化转型。

毫无疑问，站在“十四五”的起点，双
循环新格局下，成都对“智慧城市”的探
索，将肩负更大目标与使命。

嵌入城市发展的系统架构

2020 年年末，“2019 年智慧城市时
空大数据与云平台建设项目”，顺利通过
以中国工程院王家耀院士领衔的专家组
验收，这一项目备受关注，不仅因其是成
都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支撑，更因其所体
现出的“未来感”和“智慧化”。

对于上述建设项目，王家耀评价，时
空大数据中心是信息“资源池”，时空大数
据平台是新型智慧城市“大脑”，将在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根据成都市印发的《成都市智慧城市
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成都将按
照全市“一盘棋、一体化”要求，统筹兼顾
各领域、各系统、各单位建设重点，推动形

成结构清晰、体系完备、标准统一、操作性
强、便于迭代的智慧城市架构体系。

“十三五”期间，成都城市能级全方位
跃升、发展方式全方位变革、治理体系全
方位重塑、生活品质全方位彰显，新经济
总量指数居全国第二位。

“十四五”开局之年，成都发布了城市
场景机会清单，涵盖城市十大共享机遇，
1000多个场景释放约1.9万亿元机会。

超大城市的智慧治理探索

眼下，在成都，以数字营城的理念构建
了“11153”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架构，超大
城市的智慧治理探索已取得积极进展。

“11153”的 顶 层 架 构 具 体 是 怎 样
的？即一个“城市大脑”、一个数据资源中
心、一套智能基础设施、五大智能化应用
体系、三个支撑体系。最终以智能基础设
施为基础，以“城市大脑”为智能中枢，搭
建应用开发生态及创新支撑体系、网络安
全管理和防护体系、智慧城市标准和规范
体系，基于统一的数据资源中心联通汇聚
各类城市运行数据，支撑政务服务、城市
运行、生活服务、风险防控、产业发展智慧
化应用，实现惠民、利企、善政、兴业。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未来三年，
成都将加快建设5G引领的双千兆宽带城
市，建成5G基站6.5万座，率先在全国实
现规模商用；建设存算一体的数据中心资
源高地，数据中心与超算中心实现规模发
展、存算均衡、空间集聚、节能降耗。

“我们将创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国家枢纽节点，推动政企合作，探索政务
数据、社会数据的融合创新应用，使数据
要素资源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杨昕表示。

下一步，成都将加强区域合作，着眼
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需求，推动成都平原
经济区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衔接；着眼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数字成渝一体
化；着眼“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长

江经济带战略重要节点城市等国家战略

布局的有效落地，加强智慧城市建设协同

协作，共同提升区域共治共享水平。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天府成都，数

字蓝图，智慧城市，就在脚下。

1 一个城市大脑

1 一个数据资源中心

1 一套智能基础设施

5 五大智能化应用体系

3 三个支撑体系

成都智慧城市建设顶层架构

最终以智能基础设施为基础，
以“城市大脑”为智能中枢，搭建应
用开发生态及创新支撑体系、网络
安全管理和防护体系、智慧城市标
准和规范体系，基于统一的数据资
源中心联通汇聚各类城市运行数
据，支撑政务服务、城市运行、生活
服务、风险防控、产业发展智慧化应
用，实现惠民、利企、善政、兴业。

“11153”

成都智慧城市建设定下目标

2022年进入全国智慧城市第一方阵

革命的星火在云岭大地点燃
——探访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

与隔壁车水马龙的青年路不同，位于
“春城”昆明市中心的节孝巷狭长而幽静，
巷子里散布着几家小吃店、杂货店，烟火
气十足。踏着青石板继续往前，一座青瓦
白墙的云南传统小四合院静静地坐落在
巷子深处，这里，便是中共云南地下党建
党旧址。

90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云南的第一
个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1926年11月7日，在夜幕的掩护下，
共产党员李鑫、周宵、吴澄、黄丽生、杨静
珊等人在位于节孝巷的周宵家，秘密召开
第一次党员会议。

会上，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正
式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由云南第一位
女共产党员吴澄担任特支书记。

“这是云南第一个党支部，标志着云
南各族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踏上了崭新的革命征程。”云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一处一级调研员陈祖英说。
1926 年，正是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

之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云南督军唐继
尧及其控制的滇军成为北伐后方的严重
隐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广东区委
派遣滇籍共产党员李鑫回到云南，建立秘
密的党组织。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按照中共
广东区委指示，积极开展推翻唐继尧反动
统治的斗争。特支利用云南军阀之间的
矛盾，成功促成云南四镇守使联合发难

“倒唐”，于1927年2月6日将唐继尧赶下
台。

军阀唐继尧的垮台，极大地鼓舞了云
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热情。在云南党组织
的领导下，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农民运
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如汹涌澎湃的
激流冲击着封建军阀的统治。党组织在
云南得以迅速发展。到1928年底，云南

全省党、团员人数增加到600多人。
然而，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执掌云南
政务的龙云秉承蒋介石反共旨意，开始大
肆通缉逮捕共产党员。

1929 年 5 月，李鑫在准备发动工人
武装起义时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宁死不
屈，仍不断宣扬党的主张，随后被残酷杀
害，牺牲时年仅 32 岁。1930 年底，因叛
徒出卖，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以及吴
澄、李国柱夫妇相继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德三不为所
动，在狱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书。他在
遗书中对父亲说：“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
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吴澄被捕时已怀孕数月，但她面对
严刑拷打毫不屈服。”昆明市委党史研究
室征编一处处长董杨说，“在牢狱里，吴澄
还经常鼓励难友要积极斗争。她说，一个

共产党员的生活就是战斗的生活，不坐牢
时搞革命，坐了牢还要搞革命。在这人间
地狱里，更要以百倍勇气和敌人斗争。”

1931年12月31日，32岁的王德三、
30岁的吴澄和24岁的李国柱壮烈牺牲。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位位革命先
烈抛头颅、洒热血的云岭大地，如今已旧
貌换新颜。2020年11月，云南最后9个
贫困县宣告摘帽。至此，云南88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超过880万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一代代革命先烈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正
成为现实。

“是先烈们的鲜血，换回了我们今天
的美好生活。”在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
址驻足参观良久后，昆明市民陶静动情地
说。

冬日暖阳下，为云南播下革命火种的
节孝巷，宁静而温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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