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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车家竹）近日，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发布第八批境内
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信息，由封面科技
打造的“封面灵知文本生成算法”成功通过
备案，获批备案编号。此前，封面科技“智
媒云大模型”已完成网信办登记备案。

封面科技成为媒体领域获得国家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和“境内深
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双备案企业。这
标志着封面科技在媒体垂直领域大模型
研发和算法应用的技术能力获得了国家
权威认可，并正式具备对外提供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的资质。

2023AI+智媒科技大会上，封面科
技与阿里云、华为云、百度云就“融媒大模
型共创计划”签约，今年5月，封面智媒云

传媒行业大模型亮相AI智领者峰会。智
媒云传媒行业大模型聚焦传媒行业生产
需求和使用场景，通过高效协同的大小模
型架构，借助先进稳定的基础大模型，结
合丰富的媒体自有知识数据进行学习。它
不仅具有MaaS、SaaS等多种服务模式，
还能遵循价值引导的安全治理原则，与主
流媒体、泛媒体业务等深度适配，并为泛
文化、泛传播领域提供智能产品支撑。

同样在2023AI+智媒科技大会上，
封面科技正式发布了“灵知”主流媒体算
法。这套算法旨在实现内容生产、内容
审核、内容分发和内容传播的四大核心
应用场景。通过近20个主流媒体算法
落地产品，“灵知”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
全国30多家省市县级融媒体客户，为媒

体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
在大模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

封面传媒科技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
术基础，尤其是在文本、视觉大模型方
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小封智文、智图、智
编、文生视频、智能对话、文生图等一系
列大模型相关产品应运而生。

未来，封面科技将继续深化“灵知”
主流媒体算法的应用和推广，为更多传
统媒体提供融合转型的解决方案。并聚
焦于“智媒云大模型”的深入研发与持续
优化，努力为传媒行业的智能化发展树
立新的标杆。随着“智媒云大模型”的进
一步应用和发展，期待封面科技将继续
引领行业的智能化浪潮，为用户带来更
加智能、个性化的体验。

总投资107亿元
2024自贡低空经济发展大会上

自贡签下15个“大单”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恪生）11月1

日，2024自贡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自贡航
空产业园举行。开幕式上，自贡签下总投
资107亿元的项目15个，助力自贡低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此次签约的15个项目，涉及
无人机整机制造、无人机反制设备制造、低
空管控设备制造、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等，
填补了发动机、航空导航、无人机反制等产
业链空白，进一步强链延链补链。同时，边
防偏远地区末端物资配送、通航短途运输、
低空物流等应用场景项目的合作签订，将
加快推进应用场景全领域示范。

此外。活动期间还举行了低空产业
投融资交流会、民用无人机产业发展会、
低空产业供需对接会、公众开放日等。

日前，《成都平原经济区国土空间
规划（2021-2035年）》等五大片区国土
空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

11月4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成都
平原经济区等五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
新闻发布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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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院长王永峰
对《规划》进行了解读，并答记者问。

四川五大片区分别是成都平原经
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
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

《规划》与《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共同构建起具有四川特
色的省级“1+5”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成
都平原经济区等五大片区首部“多规合
一”的跨市（州）区域型专项规划，并对

《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进行了深化细化，着重统筹各类关键性
自然和空间资源在市（州）之间的协同布
局，促进各片区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为
四川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空间基础。

成都平原经济区
内圈同城化、全域一体化

构建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

作为全省产业基础最好、经济发展
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
的区域，成都平原经济区以全省约18%
的土地贡献了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
值，集聚了超50%的常住人口。罗旭刚
表示，成都平原经济区将构建以“内圈
同城化、全域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国
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

具体而言，在加快成德眉资同城化
进程方面，成都都市圈4市突出各地优
势特色，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
共建世界级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以西部（成都）科学城“一核四区”为
引领，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
产业平台等创新节点为支撑，共建成德
眉资创新共同体；加快打造3条由成都
延伸至德阳、眉山、资阳的轨道交通，保
障市域间高频率的通勤需求。同时还
规划了成都都市圈环线铁路，实现4市
铁路直连。

在促进成都平原经济区内8市协调
发展方面，以成都都市圈为先导，推动
一批跨市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推动成
德绵产业联动区建设，加强成德绵眉遂
深化电子信息产业协作，探索开展毗邻
地区融合发展试点建设。

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协同互动方面，成都平原经济区将加快
推进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和成渝高速公
路扩容，强化成渝两地的直连直通；推
进成都科学城、重庆科学城、绵阳科技
城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协同各市
大学城、高新区等创新集聚区，构建区
域创新联合体。

川南经济区
四方面举措

助推打造全省第二经济增长极

2023年，川南经济区实现了地区生
产总值破万亿元，经济总量居五大片区
第二位，打造四川第二经济增长极初见
成效。

川南经济区国土空间规划有哪些
亮点特色？“主要通过4个方面的措施，
助推其加快打造全省第二经济增长
极。”杨健说。

第一个方面是筑牢高质量发展的
空间底线。全面推进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建设，通过降低川南南部山区等生态
脆弱地区的开发强度，推动4市协同开
展流域治理和岸线保护建设、岩溶地区
石漠化治理等方式，缓解生态压力，逐
步提升生态质量。

第二个方面是引导城镇和产业空
间高效集聚。重点打造宜宾-泸州组团
与内江自贡同城化区域两个城镇发展
极核，引导人口、产业向两大极核转移
和集聚，通过“两两协同”整合优化城镇
空间。

第三个方面是打造四向开放的新
格局。4市将共同推动南向开放门户枢
纽建设，协同重庆共建长江上游航运枢
纽，建设川南渝西区域合作平台，提升
面向滇黔的辐射能力，形成“毗邻互联，
通江达海”的区域开放新格局。

第四个方面是塑造宜居宜业的国
土空间。合理统筹产业与城镇服务功
能布局，发展壮大泸州、宜宾服务业中
心城市，推进内江、自贡服务业同城化。

川东北经济区
5市协同振兴发展

共建汽车汽配产业集群

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川渝陕甘接合
部，是四川东向北向开放的重要门户，
拥有独特的地理区位。如何谋划该区
域振兴发展？王永峰表示，将协调川东
北5市在交通共建、产业共链、公服共享
等方面深化合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北翼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王永峰表示，首先是共同加强通达
能力。推进西渝高铁、成达万高铁、汉
巴南等铁路建设，加快镇巴至广安、G5
广元至绵阳段扩容等高速公路建设，规
划建设阆中古城机场、广安机场，进一
步提升通达效率。

“川东北经济区毗邻重庆，具有承
接重庆产业的区位条件。近几年，重庆
汽车产业已在该区域布局。”王永峰表
示，在共同健全产业链条环节，川东北
经济区5市将共同打造汽车汽配产业集
群，加快推进南充汽车产业园、达州和
广安汽摩零配件制造等项目建设。同
时，在卫生、教育、文化等重点领域开展
先行合作，构建相互衔接的公共服务体
系，提升经济区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
谋划10条精品路线
深挖旅游资源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川西北旅游
市场持续火爆。作为全国热门的旅游
目的地，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国土空间规

划将通过哪些举措来进一步促进旅游
发展？

王永峰表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国
土空间规划聚焦“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和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生
态优先，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
上，对其他生态空间适度控制旅游活动
强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王永峰介绍，针对全域旅游，川西
北深入挖掘阿坝、甘孜的旅游资源潜
力，全面梳理评价自然风光和人文景
观，划分了不同的景观特色区域，重点
打造“大九寨”“大贡嘎”“大香格里拉”
三大生态文化型世界旅游目的地聚集
区，高标准建设长征红色旅游走廊、藏
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茶马古道历史文化
走廊等文化旅游走廊。

“我们将重点建设10条精品旅游线
路。”王永峰说，其中包括G317、G318中
国最美景观大道旅游线，大熊猫生态与
文化旅游线、康巴文化国际深度体验旅
游线等6条国际旅游精品线路和红原-
九曲黄河大草地自驾旅游线等4条特色
旅游精品线路。

攀西经济区
坚持“一盘棋”发展

将共建钒钛、稀土优势产业集群

安宁河流域是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
新开发试验区的核心承载地，探明钒钛磁
铁矿资源储量约76亿吨、居全国第一位，
稀土氧化物资源储量约259万吨，是国内
仅次于内蒙古包头的第二大稀土矿区。

“攀西经济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将
‘建设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作为战略定位，并提出了‘建成世界级
钒钛产业基地、我国重要的稀土研发制
造中心和有色金属深加工基地，打造国
内资源富集地科学开发利用资源的示
范区’目标。”罗旭刚说。

如何推进攀枝花、凉山两地优势资
源产业集群协同共建，努力为资源富集
地区的资源科学利用和产业发展探索
有益经验？罗旭刚说，攀西经济区规划
坚持攀西经济区“一盘棋”，以钒钛和稀
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为核心，以产业链
分工为导向，整体统筹相关工业园区的
功能分工与布局优化，推动两市（州）生
产要素双向流动，共建钒钛、稀土优势
产业集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摄影报道

11月4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成都平原经济区等五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新闻发布会。

四川发布五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
促进各片区差异化、高质量发展

封面科技通过大模型备案和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