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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大之声

多媒体展项采购服务项目结果公告
一、项目名称：多媒体展项采购服务

项目
二、项目编号：24ZCZDB009-11
三、成交供应商：成都汉诺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四、成交金额：
不含税价：1659452.22元（大写：人

民币壹佰陆拾伍万玖仟肆佰伍拾贰元贰
角贰分）

含税价：1807617.80元（大写：人民
币壹佰捌拾万零柒仟陆佰壹拾柒元捌角
整）

五、结果公示期为1个日历天。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

星路二段70号11楼
联 系 人：白女士
联系电话：028-86968809
采购代理机构：四川至诚至达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新

南中心写字楼10F
联 系 人：侯先生
联系电话：028-86051967
电子邮件：sczczdtec@163.com

5月30日，省政府召开政策吹风会，解读《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澜）种业
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国家战略性、
基础性核心产业。自2018年7月《四
川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四次
修改以来，四川农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和利用、种业科技创新、育种科技
成果转化等方面有何变化？

5月30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执法检查组将于6月上中旬
分3个小组，深入6个市（州）的科研
单位、农户、企业等种子生产经营主

体开展检查，增强监督实效。对于
其他15个市（州），检查组将委托地
方人大常委会进行检查。

在全面了解《条例》实施总体情
况的基础上，检查组将重点检查各
地强化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
用，规范品种审定、认定、引种、登记
程序，强化农作物品种保护，完善育
种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情况。

据悉，在贯彻落实《条例》的过
程中，四川在强化品种培育推广、供
种质量保障、市场监管执法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选育
品种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等不足。

山川秀美的国土空间是人民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家园，是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空间载体。4月7日，省政府印发
了《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绘就四川未来
十多年空间“蓝图”。

《规划》提出了哪些格局？又有何亮
点？5月30日，省政府举行政策吹风会，自
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省自然资源总
督察徐志文，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罗旭刚，
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杨健就

《规划》内容进行全面解读并答记者问。

首次将“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纳入法定规划

作为四川首部“多规合一”的省级
总体规划，《规划》在全省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的空间和时间上都做出了总体
安排。

“《规划》以‘三区三线’为基础，首
次提出构建全省‘两区三屏、一轴三带’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徐志文
说，其中，“三区三线”即农业、生态、城
镇三类空间，以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
控制线。

“这是《规划》首次将‘三区三线’划
定成果纳入我省法定规划。”徐志文表
示，其中《规划》明确提出，到2035年，
四川耕地保有量不低于7542.57万亩，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6306.88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
于14.85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划
定1211.59万亩。此外，《规划》还落实
了地质灾害防控线、历史文化保护线、
重要资源管控线等空间安全底线。

作为四川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
局，“两区三屏、一轴三带”中的“两区”，
指的是四川盆地和安宁河流域两大粮
油主产区；“三屏”指的是青藏高原、秦
巴山区和云贵高原三大生态屏障区；

“一轴”是指成渝城市发展主轴，“三带”
是指成德绵眉乐雅广西攀、成遂南达
（达南内自宜）及攀宜泸沿江三大城市
发展带。

这样规划有何战略考量？罗旭刚
解读道，明确“两区”格局，有利于四川
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明确“三屏”的格局有利于四川筑牢长
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明确“一轴三带”
的格局有利于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
罗旭刚表示，这一格局也顺应了人

口城镇化趋势，按照“一轴三带”的规划
构想，在目前1个超大城市、4个大城市、
11个中等城市、21个小城市的基础上，
四川将构建更加协调的大中小城市发
展格局，支撑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新型
城镇化。

强化成渝区域协调发展
在保护和发展上共同发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四川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牵引，为唱好“双城
记”，《规划》专门安排“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引领空间协同发展”“强化
川渝全方位协同合作”两个板块，对成
渝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统筹谋划。

“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保护和发展
两个方面共同发力。”徐志文表示，在共
同保护方面，《规划》强调了要强化耕地
保护和生态共保。在协同发展方面，
《规划》强调了突出产业布局优化、创新
空间整合和交通设施共建三个方面。

强化耕地保护，四川将以川渝平
坝和浅丘地区为重点，与重庆方面共
同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
体”保护。

强化生态共保，按照“共抓大保护”
要求，四川与重庆方面共同构建以长
江、嘉陵江、乌江、岷江、沱江、涪江“六
江”为主体的绿色生态廊道。同时，依
托龙门山、华蓥山、大巴山、明月山等，
共筑绿色生态屏障，为高品质宜居地提
供良好的生态空间保障。

在协同发展方面，《规划》提出，要
突出产业布局优化，共同承接国家重
大生产力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主动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共同建设全
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地。

突出创新空间整合，四川将加快
西部（成都）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
城建设，加快推进成都、重庆、绵阳“成
渝绵创新金三角”、成渝综合性科学中
心建设，依托成渝发展主轴、沿长江、
成绵乐综合交通走廊，构建产业创新

走廊，共同构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

在交通设施共建上，四川将联合重
庆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世界级机场
群、长江上游航运中心、轨道上的双城
经济圈，推动实现成渝双核间1小时通
达，双核与成渝地区区域中心、主要节
点城市1.5小时通达，双核与相邻城市
群核心城市3小时通达。

全省183个县（市、区）
主体功能定位明确

《规划》在省域主体功能区布局方
面有什么变化？对此杨健表示，《规划》
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根据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确定的主体功能区
战略格局，对全省183个县（市、区）确定
了主体功能定位。

其中，主体功能区类型有变化，原
“重点开发区域”类型调整为“城市化地
区”类型，取消了“禁止开发区域”类型，
形成了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
和城市化地区3大类型。同时，允许在3
大类型基础上叠加能源资源富集区、历
史文化资源富集区功能。

个别县（区）主体功能定位有了调
整，《规划》将乐山市金口河区、雅安市
荥经县、攀枝花市盐边县、凉山州冕宁
县由城市化地区调整为重点生态功能
区，将眉山市洪雅县，雅安市汉源县、芦
山县由农产品主产区调整为重点生态
功能区。

“也就是说，这些地区今后将以提
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但仍保有提供
粮油、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从属功
能。”杨健表示。

同时，主体功能定位更精细，《规
划》提出，允许在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中细化乡镇主体功能定位。比
如，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的所有县（市）
都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但可以根据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将一些乡镇细化为
城镇化地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空间
载体。

“这些变化将推动我省主体功能区
布局更加优化，空间开发保护和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更相适应，有利于各地充分
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
效、国土开发协调有序的空间发展格
局。”杨健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摄影报道

以“三区三线”为基础，构建“两区三屏、一轴三带”总体格局

绘就四川未来十多年空间“蓝图”
——省政府政策吹风会解读《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到2035年，四川耕地保有量不低于7542.57万亩，其中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6306.88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14.85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划定1211.59万亩。此外，《规
划》还落实了地质灾害防控线、历史文化保护线、重要资源管控线
等空间安全底线。

《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明确——

事关粮食安全、种业发展

四川将开展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