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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公
众号：2025 年 2 月 27 日（ 星 期
四）下午 3:00，北京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首都高质

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提升乡村
规划引领效能 助力首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
展专场。北京市域面积约 1.64 万平方公里，其
中乡村地区约 1.3 万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
80%。这个区域包含 120 个乡镇，覆盖了 2500
多个村庄，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的主阵地，是守护首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的重要腹地，也是彰显首都历
史文脉的重要窗口。继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市政府批复各区分区规划后，市规划
自然资源委即会同各区政府启动了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不仅实现了乡村地区规划编制
全覆盖，也实现了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乡村地区规划管理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增强规划引领效能、
加强规划实施引导、强化政策路径保障、建立运行管控机制、强化实施监督评估等系列举措，系统构
建乡村地区“五个一”的规划管理制度体系，即一套规划、一个《办法》、一套规则政策、“一张图”
系统、一个统筹协同平台，旨在更好支撑“百千工程”实施，更好引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首
都乡村振兴提供更高质量、更高品质、更具价值的空间供给和支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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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加力，城市更新提速

新华网：住房城乡建设部近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
个，超额完成5.4万个的年度目

标任务。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全国城市
更新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等陆续研究推进和实施城
市更新，各地也纷纷加大政策出台力度。当前，
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优化的阶
段。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相结合，统筹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
善、品质提升，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先
体检、后更新，体检出的问题就是更新改造的重
点。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务院常
务会议提出，要支持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创新探
索，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住房城乡
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构建城市管理新模
式，完善“一委一办一平台”，推动城市管理融
入基层治理，形成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提高城
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意式风情区的钟书阁书店是天津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项目之一 
图片来源：新华网

“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图片来源：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公众号

一周要闻

地方动态 | “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各省聚焦这些重点领域！

全面提升乡村规划引领效能 助力首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住房城乡建设部：进一步加强
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

中国城市规划：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谋篇
布局之年。2024 年初，多个省份发布“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研究单位。截至目前，已有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公开了研究选题。这些
前期研究，鼓励放眼国际视野、紧扣国家战略、立足地方实际，认真分析“十五五”

期间本地面临形势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矛盾问题，提升规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实效性，提出战略性、
全局性、前瞻性意见建议。对接国家规划，找准发展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多个省份
在推进“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中，不约而同地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置于聚
光灯下。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规划的关键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十五五”
时期将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依靠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五年。在前期研究中，多个省
份提出加快发展未来产业，抢占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系统部署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各项保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新华社：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为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制定本预案。总体要求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
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健全统一指挥、专常兼备、
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和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工作体系，
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

中国建设报：为深入贯彻落
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进一步提
升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统
筹适老化设施建设，打造安全便

捷、连续贯通、多元包容的无障碍和适老化环境，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一、提升工程项目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二、有
序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三、强化无障碍设
施建设全过程监管；四、加强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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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来源：国家数据局

解放日报：促城区蝶变，增民
生福祉，添 发 展动能。上海市城
市更新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于 2
月 20 日举行。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领导小组组长龚正指出，做好今年工作，要
全力推动“两旧一村”改造。零星旧改等工作要
全力以赴、能快则快，强化资金保障，在大力加强
风貌保护的基础上，合力探索更新保护的新路径。
城中村改造要提速扩容，推动新项目启动，加快
存量项目的动迁腾地和开发建设。要加快老旧工
业区更新，推动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利用，更好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全力推进老旧商务楼宇更
新，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企业为主，对不同
等级商务楼宇分类施策，持续带动品质提升，促
进功能转化，更好服务匹配市场需求。

上海

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当下 AI
软件非常多，如何有针对性地选
择合适的软件，使 AI 发挥最大的
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北京大

学的这份 PPT 主要介绍了 DeepSeek-R1 模型的
基本概念、大模型技术和 AIGC 工具的应用，帮
助大家理解 DeepSeek 和 AIGC 的深层次价值，
并提供科学选择与高效使用 AI 工具的指导。（资
源来源于网络，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北京
北 京 大 学 D e e p S e e k 讲 座 ：
DeepSeek与AIGC应用

“两旧一村”改造、老旧工业区更
新、商务楼宇更新，上海市长部
署城市更新工作

各地科创

2024年“数据要素×”大赛优秀项目案例集

智慧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 云冈石窟 

国家数据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由
于全国文物类型繁多、文物数量庞大，存在着文物数据资源应用率低下的现实问题。
云冈研究院通过创新多元数据类型，建设可规模化应用的数据基础设施，构建面向
应用场景的多元数据体系，将数据要素赋能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文化旅游、文化

教育等场景，实现文物数据的规模化应用，有效推进文物数据资源的挖掘与传播。一是填补数据
标准空白，推动数据资源融合。二是建立完善的安全治理机制，保障数据安全。三是多维挖掘数据，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四是推出文旅数字化技术，打造可持续运营模式。

数据资源汇聚融合，赋能文物保护利用——以云冈石窟为例
文化旅游案例之一

丽江古城综合管理指挥平台 云南移动大数据分析平台 丽江古城智慧旅游大数据应用项目建设总体思路

国家数据局：丽江古城是一个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以及居民社区于一体的开放型城镇，但面临着区域面积大、游客流量大
等管理难题。丽江古城景区依托丽江古城游客流量统计应用分析平台，通过构建人
流量统计分析、游客驻留分析等游客画像，优化旅游配套一站式出行服务，打造沉

浸式旅游体验新场景。一是基于统一标准，推动多方数据实时汇聚。二是基于移动大数据分析平台，
提高数据分析效率。三是完善网络数据和信息安全管理。四是数据赋能古城建设与维护，提升数
据价值。五是推出多维服务，促进旅游业创新升级。

丽江古城智慧旅游大数据应用项目
文化旅游案例之二

项目建设总体思路 应用场景展示

国家数据局：陕西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和旅游资源最
富集的省份之一。由于陕西文旅资源遍地开花，星罗棋布，存在着难以为大众综合性、
集成性地展现文旅“全貌”的问题。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借助虚拟空间三维
引擎、地理信息系统以及数字人等技术，对陕西文旅数据资源进行深入挖掘，通过

构建文化资源数据库，实现数据永续复用，为陕西省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开辟新径，对文旅资源的
长期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通过数字化复刻，汇聚资源形成文旅数据库；二是基于场景
分类管理数据，实现数实融合；三是加强版权管理，保障数据安全；四是实现数据赋能应用，打造
业态新模式；五是多主体、多形式推广应用，焕新“非遗 + 景点”新体验。

数字赋能场景焕新陕西“非遗+景点”新体验
文化旅游案例之三

 “数智” 赋能新农村，乡村振兴
迎来新风口！乡村数智化新基
建工程方案解析

数智文库：本文主要介绍乡
村数智化新基建工程解决方案，
涵盖乡村数智化建设背景、顶层
设计、功能规划以及未来展望。

数智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方向与数字中国建设重
要内容。加快其发展，在 “三农” 领域建设和
运营信息基础设施意义重大。它有利于推动农业
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比如借助新技术实现精
准种植、养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能提
升农村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让乡村管理更
科学高效，服务更便捷；还能提高农民生活品质
和科学文化素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拓宽
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全面实施 “‘十四五’
数智乡村振兴计划”，依托 “网络 +” 乡村振兴
模式，以 “七项帮扶举措” 和 “七大乡村数智
化工程” 为路径，助力帮扶地区巩固脱贫成果，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