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规划院科创周报总第84期WEEK 10. 2025 03/03-03/09

同济规划院科创周报
STIC-STIC-TJUPDI INNOVATIONTJUPDI INNOVATIONW E E K L YW E E K L Y

84

倪虹部长：将下功夫实施三类
城市更新项目

中国建设报：3月9日，十四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梅地
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民生主题
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倪虹在会上介绍我国城市更新实施情况，并指
出，住建部将下功夫实施一批惠民生、促发展、
防风险的更新项目。

倪虹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
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将重点从两方面抓
好落实。第一，抓体检，找准问题。体检要坚持
两个导向。一个是问题导向，从住房、到小区、
到社区、到城区，查找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
题。另一个是目标导向，查找影响城市竞争力、
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第二，抓项
目，解决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下功夫实施一
批惠民生、促发展、防风险的更新项目，重点有
三类。第一类，是民生项目。第二类，是发展项
目。第三类，是安全项目。

一周要闻

四大关键词，展现全国两会上的住建活力

首次出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新词

中国建设报：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
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后，代表委员们热议报告中的住建关键词，从
中感知住房城乡建设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韧性、活力和信心。关键词1：止跌回稳。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一年来，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下调住

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居民存量房贷利息年支出减少约1500亿元，扎实推进保交房工作。2025年政
府工作任务中包括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加力实施城中村和
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关键词2：城市更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
年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发展空间格局。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统筹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加快健全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加强燃气、给排水、热力、地下管廊
等建设和协同管理。关键词3：“好房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
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这也是“好房子”首次出现
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键词4：我国机器人技术近年来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人工智能。报
告中提出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
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
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

中国政府网：1、“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止跌回
稳。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潜力。2、“具身智能，6G”。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
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3、“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

人”。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
能制造装备。4、“零基预算改革”。开展中央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
革，在支出标准、绩效评价等关键制度上积极创新。5、“投资于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
人”、服务于民生。6、“新型离岸贸易”。培育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7、“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支持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发展，让更多企
业在新领域新赛道跑出加速度。

头条新闻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来了!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来了!
新华社：2025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

院总理李强全面回顾了 2024 年的工作成绩，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 2025 年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下达 2025 年政府工作任务，包括（一）大力
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四）推
动标志性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
稳外贸稳外资。（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七）着力
抓好“三农”工作，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
发展空间格局。（九）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十）加大
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李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民生主题记者会 / 图片来源：中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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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从今年起，上海黄
浦江、苏州河迈入发展新阶段。3
月10 号，《黄浦江沿岸地区功能
融合发展和空间品质提升专项规

划（2025—2035 年）》和《苏州河沿岸地区整体
风貌与开放空间提升专项规划（2025—2035 年）》
正式发布。这也意味着，两条母亲河沿岸今起十
年的发展格局基本定调。新一轮“一江一河”专项
规划覆盖范围再次扩大，黄浦江两岸全长约 50
公里，北接复兴岛、杨浦滨江中北段、大吴淞地区，
南接大吴泾地区；苏州河两岸全长约 66 公里，向
西拓展衔接大虹桥地区。

上海

北京日报：责任规划师是为
责任单元内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
供陪伴式专业咨询和技术服务的
独立第三方。他们承担着调查研

究、联系群众、规划设计、宣教培训、沟通各
方、监督反馈的重要职能，是规划有效实施和基
层治理格局建立的重要助力者和实践者。作为全
国首个在全市范围内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城
市，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2019年发布
《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此后，责任规划师逐步实现全市范围内服务全覆
盖。2024年，该实施办法正式印发，责任规划
师团队不断发展壮大，也让居民切实感受到了变
化。工作中既要保护中轴风貌，又要守护古城的
“烟火气”；既要爱护生态环境，又要发展乡村
经济；既要咨询专家意见，又要居民充分参与。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市委主要领导在市规划资源局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要求，聚焦上海五个中心和国
际文化大都市目标要求，坚持高质量发展和总规
引领、资源统筹，进一步以高水平规划资源工作
服务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2025年3月6日，市规
划资源局、市文化旅游局、杨浦区政府共同在复
兴岛举行2025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工作专题会。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201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五
届，第六届空间艺术季主展区选址于杨浦区复兴
岛。市规划资源局、市文化旅游局、杨浦区将通力
合作，以空间艺术季赋能复兴岛“数字岛”“设计
岛”“人民岛”三岛建设。

北京 上海
责任规划师让城市治理“多全
齐美”

2025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工作
专题会在复兴岛召开

“一江一河”新十年蓝图揭晓 黄
浦江两岸50公里苏州河两岸66
公里分别打造五大主题段

各地科创

赛事预告

2024年“数据要素×”大赛优秀项目案例集

国家数据局：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
步伐不断加快，科技与文旅融合发展成为新的行业趋势。然而文旅行业存在数据资
源分散、市场导向性不足、供需不匹配等问题，限制了文旅数据的流通效率和价值
实现。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建文旅垂类大模型“程心”，促进文旅运

营管理提效和一站式文旅服务体验升级，推动文旅行业数字化发展。一是汇集海量文旅数据进行
垂类训练，消除通用模型在文旅领域的鸿沟。二是依托统一的数据仓库建设、平台化管理，提高数
据分析效率。三是把握数据安全，确保合规高效的数据流通。四是推动大模型落地，提升应用效果。
五是面向多方服务，打造高质量的文旅应用。

上海规划资源：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 2025 年全国两会关于持续推进人工智能 + 行动、提
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提升城市时空智能治理能
力，支撑千行百业垂类应用需求的工作部署，聚焦上海量子城市时空智能创新建设，

市规划资源局、杨浦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025 复兴岛全球设计大赛。本次大赛以人工智能 + 赋
能复兴岛未来城市实验区建设，面向全球征集引领未来发展的金点子、好创意和设计方案，众创众智、
开放激越、引领示范，共同绘就上海量子城市发展新空间新未来！

大模型赋能文旅行业数字化发展

云宇起势，星空爆冉，2025上海复兴岛全球设计大赛启动

文化旅游案例之七

国家数据局：贵州作为旅游大省，仅黔南州就拥有以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荔波为
核心的 23 个文旅大 IP。但由于地方产业数字化基础薄弱，各类涉旅信息化系统存
在重复建设、数据割裂、价值转化困难等问题，难以支撑文旅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发
展需求。黔南云码通数字产业运营有限公司通过高效集约的技术和数据服务，以及

创新的运营方式和金融服务模式，建立黔南数字技术底座，赋能黔南州打造世界级旅游胜地，助力
乡村振兴模式创新，助推文旅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是依据场景划分管理，推动数据融合贯通。
二是配备专门管理制度及人员，保障数据安全。三是以数据赋能多元应用场景，释放要素价值。四
是推出多种数字技术盈利模式，保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黔南数字技术底座，赋能黔南文化旅游运营
文化旅游案例之八

一图看懂 2025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