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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TOD将围绕轨道站点打造“商业中心、生活中心、产业中心、文化地标”。

面向未来探索和分享城市可持续
发展路径，3月20日，成都首届TOD发展
论坛举行，总投资1500亿元的一批项
目落户成都TOD。

这是成都实施TOD综合开发战略
以来，首次系统梳理、全面展示成都
TOD理论探索，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成果经验的重要实践，也是成都
以开放之姿，广邀社会各界求智问贤，
为公园城市建设集思广益的盛会。

TOD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
开发模式，旨在缓解大城市病、促进土
地资源集约利用。

与“公园城市”相融
支撑起一个美好城市家园

“成都实施推动 TOD 综合开发战
略，主要的目标是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
力和减少城市污染。当然更重要的是，
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TOD 是非常好
的抓手。”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副总
工程师王华文表示，成都 TOD 项目建
设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即绿地率要达
到35%，绿化率达到40%。“我们要通过
TOD来助力或实现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的目标。”他说，成都大力实施的幸福美
好生活十大工程里，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提高城市通勤效率，“其实也就是
支持TOD建设，让交通圈、生活圈和工
作圈高度融合，更好享受美好生活。”

“在成都做TOD项目是非常有基础
的，它不仅会成为成都的一种‘表达’，更
会成为当代中国向世界的一个表达。”会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工程科学院院

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吴志强表
示，在与公园城市理念相融合的过程中，
成都TOD项目还能继续做大做强。“它
会成为公园城市的结构性支撑，犹如‘骨
架’，与公园城市总布局‘骨肉相连’，完
美结合，最终构建起我们美好家园。”

以“人”为中心
展示出一抹成都的“烟火”

在与公园城市理念相融合的过程
中，成都TOD也显现出自己的特色。

四川天府新区总规划师、上海同济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匡晓明表示，公园城市理念
和TOD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公园城市强调的就是人、城市和自
然协调可持续发展。未来应对高强度高
密度的大城市，就是要靠轨道交通这个
系统来支撑城市形态，积极引导城市轨
道交通和城市形态的耦合，通过TOD来
形成城市组团式发展。”他认为，公园城
市理念的注入，使成都TOD建设改变了
以往的模式，转为以“人”为中心。

“不只是简单地围绕市场或商业模
式来做，而是要考虑城市居民的感受，
打造的场景也更多元化，出了地铁可以
上班、游憩、逛街等，突出城市的烟火
气。”匡晓明说，成都 TOD 项目塑造的
是浓郁的生活气，展示的场景更像是一
种文化。“把都市生活的场景、日常生活
的场景、科技创新的场景、绿色发展的
场景和社会共享的场景，都与 TOD 项
目、公园城市的打造完美结合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提出“1441”总体思路
建TOD典范城市

《规 划》首 次 提 出 了 成 都 TOD
“1441”总体思路。即1个总体目标，4个
模式转变，4大特色做法，1项实施保障。

据了解，这是成都市首次提出关于
TOD综合开发的总体目标：按照“站城
一体、产业优先、功能复合、综合运营”
的理念，围绕轨道站点打造“商业中心、
生活中心、产业中心、文化地标”，将成
都建设成为全球TOD典范城市。

自 2017 年 TOD 综合开发启动以
来，成都的步伐越来越密、越来越快：
2019年，成都进入“TOD建设元年”，确
立14个TOD示范项目；2020年以来，
首批 3 个项目正式入市亮相；到 2023
年，成都将全面建成 TOD 示范项目首
期工程；到2025年，完整形成高品质居
住中心和多元化消费极核；到2028年，
真正树立轨道交通引领产城融合发展
的国际典范。

以“成都元素”为根基
树立TOD鲜明旗帜

《规划》还首次提出了成都TOD的
四大特色做法：体系构建、策划引领、规
划设计及开发运营。

体系构建简单来说，即将 TOD 综
合开发分级分类。为避免站点同质化
开发，促进站点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规划》将全市轨道站点分为“城市级、
区域级、组团级、社区级”，以及“商圈核
心类、交通枢纽类、综合中心类、产业社
区类、生活服务类”的四级五类分级分
类体系。

“事实上，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已经
开始分级分类了。”成都轨道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作为成都 TOD 综合开发
的实施主体，成都轨道集团经过近3年
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涵盖体系构建、
策划引领、规划设计、开发运营的完整
模式，在《规划》中呈现的每一个单元，
都是成都TOD开发的生动实践。

“拿正在实施的双凤桥站 TOD 项
目来说，我们结合武侯电商产业功能
区、自身发展优势确定了‘全时体验型
TOD 城市活力门户’，培育电子商务、
文体创意、商业服务产业功能，合理确
定功能业态及规模。”成都轨道集团下
属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负责人表示，
成都 TOD 正通过实践，不断为世界
TOD发展贡献“成都元素”。

以“成都政策”为保障
畅通TOD发展道路

据介绍，成都 TOD“137”圈层规
划、“十大消费场景”、慢行系统等为人
熟知的成都TOD特色也在“规划”中得
以展示。

更重要的是，此次《规划》出台，还
明确提出了一套 TOD 配套政策。在

《规划》的实施保障篇，共为 TOD 综合
开发提出 17 项配套服务政策，涵盖完
善资金筹措、实施推进、用地管理、规划
管理、合作开发、商业运营、技术规范7
个方面。

当前，成都正以 TOD 综合开发引
领城市形态重塑、品质功能升级、空间
格局优化，促进城市结构和人口分布不
断优化，未来，成都还将构建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商业化逻辑的投建运维工作
体系，探索 TOD 国际化、统筹化、产业
化、差异化的实施路径和策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成都轨道集团供图

成都发布“十四五”首份TOD战略规划

建设全球TOD典范城市
3月20日，“成都首届TOD发展论坛”上发布了关于TOD开发的城市级战略规划

——《成都市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战略规划》，这也是成都市在“十四五”开局之
年发布的首个关于TOD顶层设计的规划。

“这是落实‘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TOD重塑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行动
纲领，明确了全市TOD综合开发发展目标和策略，对于指导我市TOD综合开发工作
具有重要作用。”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蒋君芳）致敬榜样，汲取前行力量。
3月19日，由四川日报全媒体主办的追
光2020天府人物星光盛典活动在成都
举行，活动揭晓“特别致敬人物”“十大
天府人物”“天府人物团队”“天府人物
提名”四大榜单，以及活动最佳组织奖。

追光2020天府人物推介活动历时
两个多月，经过候选人推荐、候选人点
赞、专家评审等环节，知名作家、书法家，
107岁高龄仍在奋笔疾书的马识途，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达州市离休纪检监察
干部周永开获评“特别致敬人物”；和团
队25年磨一剑，主持研发我国自主三代
核电“华龙一号”核心技术的中国核动力
研究设计院华龙一号项目总经理吴琳等
十人获评“十大天府人物”；疫情期间免

费接送医护人员的滴滴（四川）医护保障
团队、将紧缺防疫物资从境外带回的四
川导游获评“天府人物团队”；老人倒地
救与不救，用行动作答的16岁少年罗明
汶等十人获评“天府人物提名”。

活动现场，“十大天府人物”之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康
焰上台跟大家分享了他对“追光”二字
的感悟：“‘追’是一种行动，‘光’则代表
着一种信念和使命。这份荣誉不仅仅
是颁给我个人，也是颁给我的团队，更
是颁给医生这个职业，它会激励我们继
续做好本职工作！”

去年超过150天，康焰坚守在抗疫
第一线，先后6次出征全国多地阻击疫
情。在武汉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率领的
团队将220多名危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
当 79 岁的“布鞋奶奶”唐明现，在

女儿搀扶下迈步上台时，掌声久久不
停。缝制鞋垫送官兵，这件看似寻常的
小事，唐奶奶坚持了 39 年，先后送出 8
万多双布鞋和鞋垫。如今，做鞋垫的接
力棒传到女儿们手中。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榜
样力量，正是追光2020天府人物推介活
动举办的目的所在。自1月5日正式启
动后，活动吸引了 300 余人报名参加，
40余位候选人进入点赞环节，46万多名
网友参与，总点赞量超过170万次。

活动评审委员会成员、省社科院党
委书记李后强用“提神”“鼓劲”两个词来
评价活动意义。在他看来，这样的推介
活动正是社会所呼唤的，能起到温暖人

心的作用；评审委员会成员、省作协主席
阿来认为，反映时代印记的主流事件，都
能从天府人物身上反映出来，举办这场
活动很有必要；评审委员会成员、著名辞
赋家、文艺评论家何开四表示，社会需要
榜样的力量，天府人物推介活动应该一
年一年办下去，树立起一个品牌。

将继续前行的，不止活动本身。获
评“天府人物团队”的滴滴（四川）医护保
障团队成员许更在分享环节中说：“虽然
滴滴医护车队服务陆续告一段落，但我
们希望和师傅们一起继续这份担当，向
更大范围的社会公益服务出发。”

此次追光2020天府人物推介活动
由全省 183 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协作联
动，理塘县融媒体中心等7个单位获最
佳组织奖。

TOD助力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
成都首届TOD发展论坛举行，总投资1500亿元项目落户

追光2020天府人物推介活动落幕

十大天府人物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