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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上午，我国自
主研制建造的 076两栖攻击
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在上
海举行。

经中央军委批准，076
两栖攻击舰首舰命名为“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海 军 四 川
舰”，舷号为“51”。四川舰
满载排水量 4万余吨，设置
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
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了电
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

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两栖
装备等，是海军新一代两栖
攻击舰，是推进海军转型建
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
的关键装备。该舰下水后，
将按计划开展设备调试、系
泊试验、航行试验等工作。

上午 10时许，下水命名
仪式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
厂举行，伴随着雄壮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参加仪式的海
军有关领导宣读中央军委
授予舰名、舷号的命令，向

接舰部队颁发命名证书，并
为 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
剪彩。随后进行掷瓶礼，一
瓶香槟酒碰击舰体后打碎，
舰首彩球打开，舰舷喷射绚
丽彩带，船坞开始注水，汽
笛长鸣。下水命名仪式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
结束。

海军、中国船舶集团有
限公司、四川省以及军地有
关部门、舰艇科研生产单位
干部职工和部队官兵代表
等参加下水命名仪式。

海军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

海都讯（据福建日报）
12 月 27 日，福建革命军事
馆奠基仪式在福州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周祖翼出席仪式并致辞，并
认真听取了项目总体情况。

周祖翼代表省委、省
政府、省军区，向革命军事

馆的奠基表示热烈祝贺，
向参与和支持革命军事馆
建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
谢。周祖翼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对福建传承弘扬红
色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为我们建好革命军事
馆、推动传承红色基因提
供了根本遵循。福建是全

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中央
苏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
源多、革命先辈多。建设
福建革命军事馆，就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发挥福建特色优势，保存、
研究、展示党领导人民军
队的革命历程和丰功伟
绩，大力弘扬革命传统和

革命文化，进一步激发全
省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
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奋勇争先。

周祖翼要求，要以奠
基仪式为新起点，扎实推
进项目建设，助力推动红
色基因在福建这片红土地
上代代相传。要切实保障

项目建设进度，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高质高效做好
营建工程、策展设计、展陈
施工、文物征集等各项工
作；切实强化项目建设监
管，进一步规范建设程序
步骤，守牢施工安全底线，
着力打造精品工程、廉洁
工程、放心工程；切实凝聚

项目建设合力，加强军地
共建、省市联动、部门协
同，强化工作统筹、资金统
筹、人员力量统筹，共同高
质量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据悉，截至11月30日，
革命军事馆已征集文物展
品超过 9000 件，预计 2027
年可面向社会开放。

福建革命军事馆奠基仪式在榕举行
周祖翼出席并致辞；预计2027年可面向社会开放

从“小山水”走向“大山海”
《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发布，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山水林田

湖草全要素统筹，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27日，《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

称《规划》）新闻发布会在福州召开。据了解，福州将构建“一主一
副、双轴两翼、五廊一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规划》整体构建“一
主一副、双轴两翼、五廊一
区”的福州市域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总体格局。“一主
一副”，即以福州中心城区
和福清市区分别作为市域
主、副中心；“双轴两翼”，
是通过建设沿江和滨海两
条发展轴，串联北翼罗源
湾地区和南翼福清湾、江

阴湾地区；“五廊一区”，则
是打造五条山海生态廊道
（禾山—大笔架山、长龙尖
峰山—白云山、莲花山—
鼓山—闽江口、旗山—南
阳山、灵石山—江阴湾），
以及西部山地生态涵养和
绿色发展区。

《规划》统筹划定了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
控制线，到2035年，全市耕
地保有量不低于 142.13万
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 126.72 万
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
低于 5082.05平方千米；城
镇开发边界控制在1000.63
平方千米以内，进一步夯
实永续发展的基础。

产业强则城市强。《规
划》以保障实体经济发展、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为重点，进一步夯实
空间支撑，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一是优化产业
发展空间布局。围绕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各
类园区为载体，引导优势产
业向重点产业功能区集中
集聚，推动连片开发建设，提
高产业用地使用效率。二
是支撑科创载体建设。以

东南（福建）科学城为重点，
联动福兴经济开发区、高新
区、软件园等园区和福州新
区，打造环城科创走廊和辐
射东南沿海的科技创新策
源地，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
型省会。三是强化实体经
济空间保障。探索多方式
供地、土地用途兼容和空间
复合利用等用地保障机制，
划定不少于200平方公里的
工业用地控制线。

此外，按照《规划》，福

州将聚焦公共服务设施需
求，加快建设全龄友好型
城市。一方面，统筹布局重
大公共服务及功能型设施，
强化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
基本公共服务空间供给，打
造 10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15分钟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圈、30 分钟城镇工作生
活圈。另一方面，树立“城
市家具”理念，推动城市精
细化管理、塑造高品位城
市公共空间。

近年来，福州市修建了
1300多公里山水福道，串联
起大大小小1500多座公园，
基本形成了城市慢行系统。

《规划》着力统筹好山、
水、海、城之间的关系，在传
承延续“三山两塔一条江”
古城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
画好这幅绝美的“山水画”

“滨海图”，以更宽视野打造
囊括“外四山”（前有五虎

山、北有莲花山、东有鼓山、
西有旗山）“两江四岸”（闽
江、乌龙江），从侯官古渡通
江达海，延伸闽江口、直至
福清湾的城市发展大格局。

其中，加强近山、临水、
滨海等重要界面管控，推动
城市建筑与山水景观有机
融合，引导城市景观从“小
山水”走向“大山海”。强化
闽江、乌龙江等通风廊道和

闽江口、三江口等风口地带
的建设管控，“串山连水”打
造集风廊、水廊、绿廊于一
身的城市“新风系统”，让城
市降温、降碳、更“透气”。
立足福州海滨、山水、古厝、
温泉等禀赋，精心打造“文
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
海滨”三条轴线，打造全域
生态旅游市，建设世界知名
旅游目的地。

本次《规划》坚持高质
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相统
一，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
覆盖、山水林田湖草全要
素统筹，构建起从山顶到
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市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工
作得到全面优化。

《规划》衔接《福州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规 划

（2021-2035 年）》，将进一
步健全分类保护传承体
系，系统谋划推进新时期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
展。一是保护好历史城区
格局和风貌，特别是山水
格局、城垣遗存和走向、历
史路网和水网格局。二是
保护好23个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和133个传统村落，整

体保存历史文化遗存、镇
村格局和传统风貌。三是
保护好5处历史文化街区、
8处历史文化风貌区、13处
历史建筑群。同时，加强
对历史文化名城景观视廊
的保护，适度降低历史城
区和环境协调区建设总
量，持续彰显名城格局肌
理和风貌特色。

打造榕城风景“三轴线”

N海都记者
陈逸之

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

打造五条山海生态廊道

保护好历史城区格局和风貌

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新华/图）

命名四川舰，舷号为“51”，可搭载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两栖装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