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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昆山市张浦镇——

全域土地整治促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丰富微度假游客体验

李治国

湖南发挥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

北斗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 本报记者 谢 瑶

本版编辑 徐 达 美 编 夏 祎

日前，一艘装载出口新能源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的货轮驶离广西钦州港。近期，钦州港铁海联运出口新能源汽车零配件迅速

攀升，出口目的地已拓展至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旅客列车为老区添活力

本报记者

梁

婧

北斗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

航系统，也是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作

为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湖南近年来坚持“北

斗+”“+北斗”双向发力，加快建设北斗技术创

新引领区、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区、北斗产业高

质量发展集聚区，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

成了涵盖星载设备、北斗芯片、板卡、终端等全

产业链条。

10 月 24 日至 25 日，以“同世界·共北斗”

为主题的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

南株洲举办。五大板块 13 场专项活动集中展

示了北斗系统建设历程、产业发展成果、规模

应用成效。可实现北斗短报文主动呼救的卫

星短消息搜救腕表、基于北斗技术的水稻无人

化智慧农场、精度可达 5 厘米的无人驾驶清扫

车⋯⋯1.2 万平方米的室内场景示范展区内，

各种北斗高科技令人目不暇接，生动展现北斗

新技术、新工艺、新应用。

“净重 200 克，具备 8 款监测功能，能够实

时准确地采集建筑物各项指标数据。”展会现

场，深圳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焦玉海

向记者展示自主研发的户外异动风险监测平

台及终端设备“北斗异动仪”，“就像人要定期

体检一样，房屋建筑也需要定期体检”。焦玉

海介绍，这款产品综合运用北斗定位、守时授

时、物联网传感等技术，在前端进行动态监测

和数据采集，后端还有异动风险监测平台，可

将异动仪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智能自动分析处

理，为提前干预和防范风险提供智能支撑。目

前，这一产品已在 200 多个房屋建筑、边坡等

项目中部署。接下来，还将积极拓展动态监测

应用范围和场景，同时探索可持续可增值的动

态监测商业化运营模式。

记者了解到，本届峰会吸引了 100 多家北

斗领域企业参加场景示范，全面覆盖北斗应用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其中 272 款终端产品为首

次参展。通过布局智能交通、通用航空、工程

机械、智慧物流、智慧城市、大众应用等示范场

景，集中展示北斗全域全场景应用，让观众感

受到北斗已经从天边来到了身边。

峰 会 上 ，《北 斗 产 业 发 展 蓝 皮 书（2024

年）》发布并指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北斗已

成为世界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

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 130 余个国家和

地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多

项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关的国际标准相继

发布，为民航、搜救卫星、海事、移动通信等多

个关键领域产业发展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是北斗系统工程立项的第 30 年，也

是北斗国际峰会持续举办的第 3 年。“从 1994

年立项至今，北斗系统取得了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从区域到全球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从

星辰到指尖的跨越式突破。湖南充分发挥北

斗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全程参与北斗一号、

二号、三号系统建设任务，重点突破信号快捕

等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助力北斗核心器部件

100%自主可控。”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

明表示，三届峰会，成就了从“远在天边”到“用

在身边”的奔赴。湖南以举办北斗峰会为契

机，加快推动技术攻关、产业集聚、场景应用。

目前，湖南北斗产业拥有 4 个院士工作站、64

个国省创新平台，累计参与 36 项国家和行业

标准制定；北斗产业已基本覆盖空间段、地面

段、用户段，涵盖星载设备、北斗芯片、系统集

成、行业应用等全产业链条，515 家上下游企

业串珠成链、聚链成群，产业总产值达 450 亿

元，年均增速超 25%。

长沙金维集电自主研发的国内首颗北斗

优先全频点高精度芯片“NEMO”，实现 100%

国产化，将在高精度、低功耗、低成本和小型化

等方面，为北斗系统规模应用提供强大助力；

株洲北斗集团参与的“北斗短报文对讲终端”

项目，荣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2024 年卫

星导航定位创新应用奖白金奖⋯⋯目前，在

“两客一危”、重载普货、农村班线、工程机械等

领域，湖南累计推广北斗应用终端超 133.6 万

台套；建成国内首个基于北斗、覆盖全省的低

空空域监管平台；北斗地质监测点超 8000 个，

数量居全国第一；构建了全国最大的野生动物

追踪大数据中心。

“北斗产业是湖南重点发展的绿色智能计

算产业的核心内容之一，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

领区成为‘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湖南北斗产

业驶入发展快车道。”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

书记、主任黄东红说，未来，湖南将致力打造北

斗全域全场景应用示范区，力争到 2027 年，全

省北斗应用终端（不含消费电子产品）超 200

万台套，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形成 3 家以

上规模过 10 亿元的核心领军企业，推动北斗

产业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田园景观风貌焕然一新，2023 年全镇粮

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创近 5 年新高；低效

建设用地得到腾挪置换，3 年间耕地净增加

5140 亩；开展“强村公司+产业园+村集体”

合作，乡村富民增收渠道持续拓宽⋯⋯近年

来，江苏苏州昆山市张浦镇依托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对乡村资源资产开展整合提升，推动

经济与生态双提升。自然资源部最近发布

了首批 15 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典型案

例，张浦镇位列其中。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保护农耕肌理、

留住乡韵乡愁，修复生态基底、提升人居环

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自然资源

领域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昆山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张浦分局局长冯超介绍，

2021 年 1 月，张浦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被列入国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名单以

来，瞄准“城乡融合、全域焕新”目标，统筹谋

划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

修复、公共空间治理、乡村历史文化保护

等项目实施，通过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的综合治理和系统修复，整治出城乡根

本变化的全新面貌和经济社会生态的多重

效益。

走进张浦镇振苏社区，记者看到，原先

的砖瓦废墟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 3000

多亩水稻田。这片高产稻田，原先是上海在

昆山的“飞地”——振苏砖瓦厂废弃的取土

坑。上世纪 90 年代砖瓦厂停产后，取土烧砖

形成的大坑一度变成一个大池塘，周边职工

宿舍也渐渐破败，整个区域内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失衡，生态系统受损。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开展后，

这块‘飞地’的命运迎来转变，窑厂废弃

土 地 及 周 边 的 废 旧 职 工 宿 舍 陆 续 复 垦 搬

迁。我们将这里规划为振苏农业生态园，

一来为高度城市化地区耕地保护探路，二

来为改善这里的人居环境。”张浦镇党委副

书记王伟说。

王伟介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张浦镇带

来的最大变化，是有效激活了“大而散”的独

特资源禀赋。张浦镇最初由三个乡镇撤并

而来，镇域内空间布局大而散的特征十分明

显，存在布局零碎、公共设施不足、乡村风貌

退化等问题。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张浦

镇在资源重组整合中实现了一产二产提档

升级、在传统村落活化中实现了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在全域综合整治中实现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金 华 村 是 张 浦 镇 距 离 镇 区 最 近 的 农

村。去年年底，村集体拿到了投资高标准厂

房的 200 多万元分红。金华村党委书记丁新

良告诉记者：“得益于张浦镇对农村低效建

设用地的腾挪置换，通过对村里的老旧厂房

进行整治，我们腾出了 35 亩地。将腾出的空

间指标用于产业园区的新载体建设，既保障

了产业转型升级，又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目前，金华村在第一期 15 亩土地上建成田园

客厅，落地了餐饮、咖啡馆、民宿、工作室等

多种新业态，吸纳社会资本上千万元，完成

在地企业注册 20 余家，孵化引导青年返乡创

业就业达 320 余人。现在，这个田园客厅连

同利用村里闲置地块建设的田园市集、田园

大讲堂、田园村厨等，共同形成了金华村“一

厅多园”的整体布局。

“按照全市一盘棋的思路，张浦镇跳出

‘镇域’谋划顶层设计、跳出‘乡村’优化空间

布局、跳出‘土地’实施系统治理。”冯超说，

这也是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经验

和亮点所在。比如，在顶层设计方面，昆山

市成立了市级工作领导小组，12 个相关部门

共同参与；镇级层面细化成立五个工作小

组，确保实现全域“全要素”整治效益的最大

化。在优化空间布局方面，大力推进与现代

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档升级农田基础设施，优化提升田

园景观风貌，支撑耕地全面优化提升，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此外，在促进乡村

“资源—环境—生态”三位一体提升的同时，

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通过整治，张浦镇已初步实现以空间结

构调整带动城乡土地、产业、生态面貌的有

效提升。2022 年，张浦镇获评首批苏州市

“美丽宜居镇”；2023 年已集聚 200 多家欧美

企业的德园工业园，获评全国首个专精特新

产业园（示范）。

“张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计划于

2025 年年底进行验收。接下来，我们将统筹

项目实施进度，持续深化和科学利用全域土

地整治的成效，优化生态格局，在打造中国

式 现 代 化 小 城 市 标 杆 的 道 路 上 绘 就 新 画

卷。”张浦镇党委书记王超说。

近年来，围绕中心城

市，以自驾、高铁为主要出

行方式的“3 小时旅游圈”

持 续 圈 粉 。 车 程 两 三 小

时 、为 期 两 三 天 的“ 微 度

假”备受青睐。

“3 小时旅游圈”走红

并非偶然。随着城际交通

不 断 完 善 和 服 务 行 业 创

新，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

轻松抵达旅行目的地。上

班族周五下班后自驾或搭

乘高铁，两三小时的车程

就能置身另一个城市的商

圈或景区。交通的便捷有

效节约了时间成本，为一

场演出、一处风景奔赴一

座城市不再遥不可及。同

时，移动支付、在线预约购

票等服务的发展，减少了

旅行中的不确定因素，让

出行规划变得简单高效。

这种旅游模式也存在

一 些 问 题 。 随 着 游 客 涌

入，一些新兴旅游目的地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可

能面临压力，交通拥堵、住

宿紧张、景区承载力有限、

环境质量下降等情况可能

随之出现。另外，由于地

理位置相近，不少旅游圈

内景点在自然风光、人文

景 观 等 方 面 存 在 相 似 之

处，可能导致游客在游览

过程中产生审美疲劳。

“3 小时旅游圈”体现了人们旅行观念的转变，也

对旅游业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进一步提升品质，

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和独特的体验是关键。

首先，要着力提升旅游产品及服务质量，更好地匹

配游客需求。不同游客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和需求，城

市应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例如，对于喜欢历史文化的游客，可以推出深度的文化

体验游，包括参观博物馆、古迹遗址等；对于喜爱自然

风光的游客，可以打造生态旅游线路；对于喜爱运动的

游客，可以提供户外运动项目，如登山、漂流等。各地

在推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还需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服务提升，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升级，为游客提供

更加舒适的体验。

其次，各地应积极探索旅游业多元化发展，提升区

域旅游竞争力。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淡季免费开放等

优惠政策，吸引游客休闲度假；结合当地文化特色，举

办丰富多样的活动，如音乐节、美食节、民俗文化节

等。还可加强与周边城市合作，共同打造旅游线路，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区域旅游的整体竞争力。

此外，如何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品

牌，也是各地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些地方旅游资源同

质化问题凸显，需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彰显旅

游产品的文化特色。通过以文赋旅，让游客在不同的

城市感受到不同魅力，增加短途游产品的新鲜感和吸

引力。同时，还要用好新技术、新业态，打造更多创新

性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加富有意义的旅行体验。

当前，“特种兵旅行”、反向旅游、“City Walk”

（城市漫步） 等旅游新名词不断涌现，展示了旅游行

业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也提示我们，只有紧跟消费趋

势，积极回应市场需求，才能打造更多高质量旅游产

品和服务。

“10 月 29 日，我们运行满

月啦。”郝志红是瓦日铁路旅客

列车的列车长，他告诉记者，

“一个月来，我们运行的太原往

返安泽的 K7835/6 次列车已累

计运送旅客 29706 人次，日均

运送近千人次。”瓦日铁路旅客

列车的开通，为沿途老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

交通力量。

山西老区多，位于吕梁山

区的不少老区县交通不便，“路

不通，难致富”曾困扰老区群众

多年。“临县是一个有 65 万人

口的大县，有很多临县人在太

原工作、生活。旅客列车开通

之前，往返临县和太原间的旅

客大多选择乘坐大巴车，单程

需 4 小时左右，虽说班次较多，

但由于道路穿行山区，遇到雨

雪天气经常封控、限速，对旅客

出行影响很大。”瓦日铁路临县

站客运负责人蒋伟说。

今年 9 月，瓦日旅客列车

的开通解决了这一难题。瓦日

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

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市，全

长 1269 公里，穿越晋豫鲁三

省。线路所经过的山西省临

县、石楼、隰县、蒲县、洪

洞、浮山、安泽 7 县大部分地

处山区。在瓦日旅客列车开通

前，这 7 个县中有 5 个县未开

通过旅客列车。开行方便快捷

的旅客列车，解决沿线出行难

问题，一直是当地群众的热切

期盼。

薛兵是山西临县人，从事销售工作。平时常驻太原开展

业务，每月难得回一次家。旅客列车开通后，他已经回过 3 次

家。“坐这趟列车两个多小时就到家了，白天有足够的时间陪

家人，吃完晚饭又能当天返太原，比之前方便太多了。”薛

兵说。

便利的交通不仅让老区群众能够更方便地走出家门，也

让外来人能更顺畅地走进老区。

晚 6 点 刚 过 ，旅 客 陆 续 来 到 石 楼 县 火 车 站 准 备 乘 坐

K7836 次列车去往太原。牛水清第一个通过验票、安检来到

候车室。他以前在天津从事机械修理工作，今年回到石楼老

家盘下一个店面在家乡创业。“我明天到济南考一个资格证，

坐这趟火车去太原中转。家乡通火车是个大喜事，会有越来

越多的人来石楼，家乡也会越来越好。”牛水清说。

瓦日铁路旅客列车开通一个月以来，乘坐火车来老区旅

游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新选择。在这趟列车上，随处可

见沿途旅游景点介绍。郝志红说：“沿线文旅资源丰富，有临

县碛口古镇、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蒲县东岳庙、隰县小西天、

洪洞大槐树、浮山老君洞、安泽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等，列车

的开行让旅客‘坐火车游山西’更加便捷。”“今年国庆节假期，

仅隰县一个车站接待游客就超过 5500 人次，实实在在为老区

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瓦日铁路隰县站党支部书记李

剑光说。

““北斗云尚巴士北斗云尚巴士””

1010 月 中 旬 在 株 洲 市月 中 旬 在 株 洲 市

职教城投入试运营职教城投入试运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陈振海摄摄

参观者在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室内场景示范区参观参观者在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室内场景示范区参观。。 廖廖 威威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