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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于2013年

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农业科技园。

园区位于宜宾市北部金秋湖区域，西

至内宜高速、内昆铁路，南至省道206两侧，

规划范围约42000亩（28平方公里），城市建

设用地8.07平方公里，规划区常住人口约3

万人。园区将在“一轴三区四园”的空间结

构和功能布局基础上，以“农业硅谷·绿色

产业园区·生态旅游目的地”为产业功能定

位，并形成“农业科技研发、绿色安全食品

加工贸易和生态休闲体验”3 大产业主题，

形成以茶叶为特色，涵盖竹林、花卉、果蔬

的4大产业集群，1个绿色精深加工基地，1

个商务贸易基地，1 个旅游度假基地，并依

托骨干企业建立1个科技研发总部基地。

规划背景

【区位优势】发挥地处国家战略桥头堡

的区位优势，占据国家南向经济的重要节

点优势，利用乌蒙山扶贫示范新区的政策

优势。

【政策导向】中央 1 号文件多年聚焦农

业发展问题，2015年更加强调“农业科技创

新、三产产业融合和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上位规划】上位规划《四川宜宾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总体规划》已通过评审。

概念规划

【发展定位】争取建设成为国内领先、以

茶为特色、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

【发展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龙头，四大

主体良性互动，推动产业链条转型升级和

三产联动，保障园区持续健康发展。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和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部署，以茶

为特色，联动林竹、花卉、果蔬等地方特色，

以科技创新促进宜宾市农业的转型升级，

构建“产、学、研”产业链条体系，以科技应

用技术的研发、企业应用转化和向一次产

业初端产品的普及与覆盖，带动园区一、

二、三产的高效联动发展，带动新农村建设

和新农业业态的发展，培养一批新职业农

民，建设国际化的创新型、智慧型、绿色生

态环保型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新业态

示范园区、科技创新孵化园区、绿色食品加

工基地。

【产业发展定位】以科技为支撑，形成1

大主导产业、2 大特色产业、配套发展现代

生产性服务业和旅游度假产业。

一是根据内部能力和外部机会分析识

别重点产业，结合市场趋势和产业链细分领

域分析，明确细分产业的发展路径。

二是从现有产业看，茶叶具有绝对优

势。四川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宜宾

茶叶的龙头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力

争在三年内上市冲刺茶叶第一股。茶产业

有条件和能力成为主导产业，引领其他产业

发展。

三是宜宾市林竹面积大，竹加工产业发

展空间大，但园区核心区内竹种植面积小，

因此将竹资源与现有产业基础综合考虑，发

展“林竹、果蔬”特色产业，并重点突出科技

研发和精深加工等方面的发展。

【产业布局】以核心区为主体，联动示范

区，形成产业联动发展的产业布局。一是立

足不同区块及周边资源条件特色，以科技为

引领，产业纵向横向融合，形成“以科技研发

产业为核心，以茶叶示范种植产业、林竹产

业、果蔬种植产业为基础，集商贸信息产业、

加工产业、服务产业于一体”的产业内涵。

二是种植产业与周边同类产业联动，辐射带

动十万亩茶叶示范种植产业和万亩名优果

蔬种植产业。

【空间功能布局】综述为“一轴三区四

园”。一轴为金秋大道景观轴；三区为科研

总部区、交易展示区、精深加工区；四园为茶

叶科技文化实验园、金秋湖茶文化主题公

园、林竹复合经济实验园、特色果蔬定制农

业园。

【基地建设】为提高园区核心区科技企

业聚集度，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孵化，充

分发挥宜宾茶、林竹、果蔬等特色农业资源

优势，拟建十大创新基地，两大标准化示范

基地，夯实园区核心区产业基础。

十大创新基地：1、茶创新基地——良种

早茶培育基地；2、茶创新基地——名茶定制

基地；3、茶创新基地——茶文化创意休闲基

地；4、茶创新基地——养生茶健康体验基

地；5、茶创新基地——长江中上游区域性茶

叶实验基地；6、茶创新基地——茶花间种示

范基地；7、花卉及珍稀苗木创新基地；8、竹

创新基地；9油樟创新基地；10、高效立体农

业创新基地。

两大标准化示范基地包括茶研所标准

化茶园示范基地在内的两大基地相关建设

工作正在推进。

宜宾是长江黄金水道、内昆铁路

和成渝高速环线的交汇点，也是川

滇黔连通东西、沟通南北的战略转

换要地和物资集散中心，素有“万里

长江第一城”的美誉。有宜宾至成

都高速路285公里、宜宾至重庆高速

路160公里。

李庄距宜宾主城约 19 公里，这

里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坐拥长

江千年风云、借力长江黄金通道。

无论是同济大学的“姻缘际会”，还

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动人足迹，这里

都是海内外有识之士驻足的胜地。

2012 年 3 月专门成立了李庄产

业园区管委会，实行封闭运行、高效

推进李庄园区“景、城、园”联动开发

建设，李庄组团控规修编通过市政

府审批。截至 2015 年 6 月共投入 8

亿元完成李庄古镇升级改造、园区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开发

等项目。目前，园区建成叙府酒业

迁建工程，李庄同济医院、李庄同济

中学也在加快建设。

李庄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4A 级景区，素有“东有周庄，西有李

庄”一说。李庄作为抗战时期中国

“四大文化中心”，因其以博大的胸

怀接纳众多文化教育机构，使得珍

贵的中华传统文脉得以延续，被赋

予“人文学术重镇、建筑科学的摇

篮”、“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

的涵养地”等美誉。被确定为“海峡

两岸李庄抗战文化研讨会”、“中国

建筑史研讨会”永久会址。

一、城市总规：李庄特色组团片

区（即李庄组团）位于宜宾以东19公

里的长江南岸，规模为15平方公里，

分为一期5.38平方公里（2013—2020

年），二期约10平方公里。

二、总体情况：按照《宜宾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3-2030）》的布局，李庄

产业园区确定为宜宾市中心城区特

色城市组团。组团是宜宾市翠屏区

区委、区政府负责开发建设的重要产

业园区，其功能定位为长江上游国际

生态山水园林城市核心展示区。

三、空间布局：李庄组团控规空

间布局为“双核两带三廊三区”。

【双核】古镇核心区及规划区中

部的城市片区公共服务中心及商业

中心区，是新李庄发展的主要增长

核。

【两带】环长江旅游景观带——

构建成李庄组团重要的文化长廊、

生态长廊、产业长廊、景观长廊。

滨水生态景观游憩带——对红

岩子河沟及两岸环境进行保护，打

造以生态休闲、创意文化为主题的

滨水游憩带。

【三廊】规划三条连接长江与腹

地山体生态绿地的景观通廊。

【三区】“三区”建设总体来看包

括三个层次

第一是传统人文李庄——古镇

核心区及保护区。涵盖现有古镇核

心区及历史文化保护区约0.5平方公

里左右范围以及上坝月亮田片区。

这一片区全力保护古镇核心区，突出

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环境风格。上

坝片围绕梁林故居建设田园风光，上

坝及古镇长江边建设湿地公园打造

亲水文化，进一步打造现有李济缘旁

码头，亮出古镇并再现码头文化。梳

理保护区范围内的不协调建筑和环

境，注入吸引人并自身造血的旅游休

闲及文化产业。

第二是文化健康李庄——康体

养生、商业商务、生态居住为主的功

能区。充分利用滨江坝区的有利景

观和地貌条件，一是大力发展教育

文化产业，全力建设好李庄同济中

学和教育园区。二是在同济医院的

基础上，建设高标准的养老养生社

区和生态住区。三是将滨江生态景

观带和滨江商住、文化娱乐等功能

复 合 布 局 ，打 造 内 涵 丰 富 的 滨 江

带。四是规划沟通山水生态廊道的

组团中央公园区，布局生态绿地、总

部商务等复合用地。

第三是创意李庄——文化产业、

休闲旅游为主的功能区。一是全力

挖掘酒文化，以叙府酒业和奥醇酒

业为龙头，建立集生产、旅游为一体

的“世界酒庄”。二是发展影视、动

漫等文化产业，如引入北京电影学

院，建设一个集培训、拍摄、后期制

作为一体的川南影视文化城；再引

入动漫创作项目，推动休闲旅游产

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产业发展规划：李庄组团产

业定位为宜宾市第三产业示范区，

根据该定位，李庄组团产业发展战

略任务是积极发展新兴现代服务

业、生态文化及延伸配套产业、总部

经济产业，从而打造以李庄文化为

本底的“一个中心、三类基地、五大

产业”的现代新兴服务体系。即一

个中心：构建“万里长江第一镇”生

态人文旅游中心；三类基地：文化教

育基地、旅游度假基地、总部经济基

地；五大产业：旅游度假产业、文化

创意产业、康体养生产业、总部经济

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产业。

【旅游度假产业】李庄古镇是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拥有独具特色的

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以李庄“四

绝”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九宫十八

庙”所折射的宗教文化和移民文化、

“一花二黄三白”为标志的饮食文化

影响深远，抗战文化更使李庄声名

远播。游李庄古镇，品李庄白肉，烧

李庄草龙，赏三江日落、观传统龙

舟、秧歌、腰鼓、牛儿灯、川剧民间表

演，还可寻古镇四绝，让人流连忘

返。欣赏爱国情怀、抗战文化，品味

川南民居和古建筑文化，品尝饮食

文化、白酒文化。

【文化创意产业】2014 年，李庄

与北京电影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拟在李庄投资建设西南文化创

意产业园项目，项目计划投资 20 亿

元，拟建设以影视文化发展建设为

龙头，集影视拍摄、动漫制作、旅游

休闲、娱乐餐饮、教育培训等众多文

化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功能聚集型国

际化影视基地和文化创业产业园

区。同时结合长江奇石文化、动漫

文化创作等新兴文化产业项目，将

李庄打造为一个集多元文化创意、

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特色创意文化基

地。

【康体养生产业】李庄组团目标

打造长江上游山、水、城、田全域一

体的人文、山水、健康第一城，构筑

独具生态人文特色的现代服务业综

合示范区。为实现打造中国新型养

生养老产业目的，李庄成功引进李

庄同济医院项目。依托李庄同济医

院项目，李庄组团规划布局以“文化

健康李庄”为主题的康体养生、商业

服务、生态居住功能区。

【总部经济产业】依托长江产业

园、罗龙工业集中区、宜宾临港经济

开发区的开发建设，李庄组团积极发

展总部经济产业，优化长江产业园区

高端产业配套。构建综合商业、金融

服务、文娱中心，建设文娱、办公会议

等多功能于一体复合型形态的商业、

服务业群体。积极举办重大论坛、会

展活动，围绕会议、展览的建设和运

营管理，提升服务品质，建设大型会

展活动安全保障体系。

【休闲观光农业】李庄大力发展

生态农庄、观光农业为核心的田园

旅游经济，全力拓展李庄乡村旅游

资源。以长江及支流地域文化和生

态农业景观为背景，组织滨水生态

公园建设，构成以生态景观走廊为

基础的生态网络，借山望景，发展全

新、生态、健康的山水田园度假区,满

足 高 层 次 的 居 住 、休 闲 、度 假 需

求。建设以茶博文化和乡村旅游为

主要载体，集养生农庄、美好田园、

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为一体的特

色乡野新村示范区。

绿色产业大棋局

象鼻产业园区位于宜宾市域中部偏北地区，内昆铁路、

川云中路、宜泸渝高速公路贯穿园区，紧邻规划建设的宜宾

一步滩铁路货运枢纽及高速公路北出口，通过观斗山隧道、

进港铁路与宜宾志诚港相连，距宜宾菜坝机场8公里，交通

条件便利，是宜宾市规划的重要物流中心，也是宜宾市区十

大组团之一。

象鼻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宜宾市住建局委托重庆大

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编制。组团控规中，象鼻组团规

划区用地规模17.8平方公里，产业发展定位是：依托铁路、

公路交通条件发展形成现代物流业，机械加工业，房地产

业，形成中小企业发展园区、市级物流中心、专业市场。

象鼻园区是象鼻组团的组成部分，其法定规划是《宜宾

市翠屏区象鼻工业集中区总体规划》，由宜宾市人民政府批

复同意，规划面积5.32平方公里，主导产业为机械装备制

造+现代商贸物流。分为A、B区，A区以机械装备制造为主

产业，B区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产业并配套相关产业。

园区交通目前主要是川云中路。未来，利用宜宾市实

施“北出口”项目的契机，加快园区象明路40米大道、川云

中路拓宽改造、产业园区至翠屏新区8公里连接道路、一步

滩铁路货运站场快速道路等重点项目建设，逐步形成产业

园区“三横两纵”的对外交通网络体系。

依托象鼻北部门户的区位优势，把象鼻产业园区打造

成为川滇黔结合部的区域性公路、铁路物流中心，临港开发

区、五粮液产业园区配套工业基地，以翠屏新区、金秋湖为

核心的北部区域联动枢纽。

坚持以规划为龙头，项目为抓手，机制创新为保障，紧

密结合翠屏新区、五粮液产业园区、观斗山农业公园、金秋

湖科技园的开发建设，突出产城互动、三产联动的发展特

色，实现一年起步、两年强基、三年跨越、五年创省级开发区

和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的阶段性目标。

今后 5 年，围绕创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目标，按

照“一年加快起步，两年强化基础，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完

成创建”的工作步骤，2018年实现建成区面积达到5平方公

里，规模以上企业入驻率达到80%，生产总值实现年度平均

增长20%以上。

目前园区入驻企业有机械、装备制造类：岷江集团、大

正电子、川通电气、方兴、成兴、华航机械等；仓储物流类：绿

源食品公司、龙兴物流、民生冷饮公司等；粮食加工储藏类：

和久粮油、金邦特、三倒拐粮食储备库、共玉物流；其他类：

丽晶彩印、贵友商砼、十一建司、纳实公司等。

今年要全面完成象鼻430亩“已批未征”存量建设用地

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加大象鼻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

设的推进力度，启动市政道路、桥梁、给排水、污水处理厂、

河道整治、倒迁安置小区等一批城镇化建设项目，通过对象

鼻地区近300亩商住用地的开发利用，缓解当前产业园区

“入不敷出”的资金压力。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洪鸿根据园区资料整理）

黄金水道梦想起飞 三产联动特色凸显

象鼻产业园区部分入驻企业缩影图
李庄产业园区整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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