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国土空间规划科普宣传教育活动

五年行动方案

科学普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创

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为充分发挥学会在普及国土空间规

划科学知识的主体作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进一步加强科学

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新时代规划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

推动我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教育引导全省公民培养科学素

质、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方法，推进学

会工作转型升级，依托规划展馆、科普基地、规划专家等科

普资源，创新开展科普活动，打造规划科普品牌，以“规话

科普--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重点围绕空间治理、智慧城

市、生态保护、安全韧性、长三角一体、山海协作等内容；

以规划科普宣传周活动和全年常态化科普教育为主线，有针

对性地开展各类、各层面的科普教育活动；以践行学会行业

价值，履行社会责任，营造崇尚科学和鼓励创新的风尚。

二、工作目标

建立一支科普梯队。构建行业专家、专业技术人员、大

学生群体、校外辅导员等规划知识科普人才梯队。



建设一批科普阵地。以各类城市展馆、社区活动中心、

农村大礼堂等为依托，建设高标准规划科普阵地。

打磨一套科普课程。形成面向中小学、高校、科普工作

者和广大群众等不同受众的科普课程体系、丛书。

培育一个科普品牌。拓展科普创意竞赛等各类活动，让

“未来空间·规划未来”的主题品牌享誉省内外。

形成一套科普范式。探索社会公众高度参与、行业院校

发挥效用的科普范式，将浙江经验推向全国各地。

三、行动理念

为实现科普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且切实贯彻创

新、提升、协同、普惠的工作理念。

——创新。坚持创新发展，推进规划科普的内容创作、

表达方式、传播手段、管理运行机制等的全方位创新。

——提升。以信息化为抓手，着力实施重点行动，丰富

科普活动形式，提高呈现效果和传播水平，提升科普的受益

面和实效性。

——协同。注重资源整合，广泛动员科研院所、学校、

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形成多方位、多渠道、协调

化的全社会科普大格局。

——普惠。实施全龄段科普，针对公众的不同需求和特

点，通过科普服务精准推送方式，实现科技成果在全社会共

享，让科普有效惠及广大公众。

四、组织领导



组长：省规划学会理事长

副组长：省规划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专委会主任委

员，11 个市学(协)会理事长

组员：省规划学会专委会秘书长，11 个市学(协)会秘书

长

领导小组下设省规划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负责日常工

作的组织协调与指导落实。

五、活动主题与时间

主题：“规”话科普 —— 中国式现代化

时间：2023 年—2028 年，每年打造规划科普宣传周，

并辅以全年常态化科普教育。

六、主要任务

总体按照“省级引领、市级联动、组织协同”的战略路

径，着力实施六大重点行动，带动规划科普和公民科学素质

建设整体水平的显著提升。

（一）教育普及行动（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牵

头）

积极推进青少年社会教育模式创新，把科学和城市内涵

作为校外科普知识拓展的重要内容，建立校内外融合的社会

教育体系。

1.深化青少年科普宣传，建立城乡规划特色课程。以规

划编制单位或大专院校团组织为主体，组建青年（规划师）

科普服务队，每年组织开展中小学校园科普活动，带领学生



了解城市、认知规划、提升素质（每年开展科普活动可计入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

2.利用假期组织开展青少年城市规划认知实践活动。组

织开展示范性科普创意活动，以培育学生学习科技的兴趣，

提高青少年科技实践探究和创新创造能力，将城市认知作为

校外知识拓展的重要内容，注重学生城市感知、社会融入、

创新思维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3.推进青少年社会教育模式创新。构建青少年科学素质

测评体系，促进新时代青少年规划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注重

科普方式、内容、主体等的研究，建立符合青少年特点、有

利于推动青少年科学素质提高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测评体系，

探索建立国内外领先的青少年校外科普教育实践新模式。

（二）惠民共富行动（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牵头）

加强乡村振兴科普服务，充分依托农村现有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拓展农村科普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成效。

1.结合乡村振兴发展，在社区、镇村建立规划科普工作

站。科普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建设，以“驻镇规划师”

“乡村造梦师”两大品牌建设为抓手，每年面向乡村干部下

乡组织乡村振兴系列的科普宣讲活动。

2.引导规划从业人员进驻社区。围绕社会经济发展规

划、城市更新、未来社区、老旧小区改造等规划实施项目的

深入开展科普活动，针对社区居民的科普需求，每年组织开

展主题性、群众性科普活动，为打造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

http://www.baidu.com/link?url=8VDpCfxUvOLerJCQMgFxFS8ogDRo9Q0iyEJ-J3U53FD6Y4Mv3v07Km30xjpOxbPg


文明进步新社区营造良好氛围。

3.组织开展“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科普周活动”（9 月

第三个公休日至第四个公休日）。根据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

内容，省市规划学（协）会联动，围绕城市防灾减灾、城市

健康、城市双碳等相关热点主题，以及公众关注的健康安全、

智慧城市、生态文明、城市安全、城市大脑等相关知识，组

织开展主题性、全民性、群众性科普活动。

（三）场馆展示行动（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牵头）

推动城市规划展览馆体系创新升级，突出数字化、时代

化、体验化、标准化、体系化、普惠化和社会化，建设互联

互通、虚实结合的现代化科普教育基地。

1.推动形成现代化展馆体系。积极引导各市建立完善以

城市规划展览馆为龙头和基础，流动展厅、城市会客厅、虚

拟现实科技馆、数字文化馆为拓展和延伸，辐射基层科普设

施的现代展馆体系。充分利用我省作为数字化先行省优势，

在城市展馆体系中发挥科普平台资源集散与服务功能，进一

步提升场馆影响力和示范性。

2.积极推动规划行业技术人员入驻规划展览馆。组织开

展公益主题宣讲，提升规划科技前沿的展教力度，让公众了

解城市、认知规划，每年组织开展入馆科普活动（可计入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弘扬科学家精神。组织中小学

生在展览馆开展小小讲解员活动，让热爱城市规划的青少年

在展馆导览中得到综合性的锻炼，提升多学科素养，为未来



规划行业培养接班人。

3.发挥专业行业类场馆多馆合一的作用。加大沟通协调

力度，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等机构发挥学科和

技术优势，吸收国外工作站最新规划科技成果，开发多元产

品，面向公众开放智慧城市等科研设施。积极推进规划科普

内容的社会化、大众化、便利化，以游戏、VR 体验等新技术

为载体，展示智慧城市科研成果和运用实效，同时增加科普

宣传的趣味性、互动性、多样性，提升公众对规划科普的认

知性、接受度、满意率。

（四）赛事促进行动（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牵头）

激发规划科普创意活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结合

开门做规划、公众参与等要求，将项目与科普相结合，体现

规划公示的形式多样性、内容趣味性、科普普适性。

1.举办规划科普创意竞赛活动。面向全省高校、中小学、

相关行业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普创意竞赛征集活动，以“未来

规划”为创作主题，描绘未来城市场景，鼓励各类学校或从

业单位集体投稿，遴选出构思独特、富有美感、具有时代气

息、积极健康向上的摄影、绘画、建模等作品，予以奖励与

宣传。

2.举办规划科普海报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全省企事业单

位、高校、科研院所、设计院等征集海报，以中国式现代化

城市建设为主题，树立开门做规划、人民城市人民建理念，

将规划项目与科普教育相结合，体现规划展示的形式多样、



内容生动、科普适用。

3. 开展规划科普工作争先创优活动。面向规划科普服

务队、规划知识科普校外辅导员和志愿者评选优秀课程/讲

座、优秀团队/个人，调动和发挥规划行业科技人员引领带

动作用，并将规划科普能力提升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内容，加大科普梯队人才培育力度，不断提高科普工作

水平。

（五）创作繁荣行动（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牵头）

培养选拔科普创作人才，倡导规划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展

科普创新、重大科普课题研发和科普文艺作品创作。

1.不断创新规划知识科普形式。广泛动员规划领域专

家、技术人员积极参与规划科普创作，通过举办授课、讲座、

咨询、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在学术活动中以科普

形式展示学术成果，并充分利用新媒体渠道，扩大学术成果

与规划知识的宣传效果。

2.探索建立科普产品研发机制。积极争取将规划科普产

品研发纳入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科技厅、省教育厅

等科技项目计划，依托企校科研机构队伍人才，推动规划科

普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支持优秀科普作品的产业转化，实现

科普产品落地城市规划展览馆，促进企校规划科普产品的市

场化。

3.加大规划科普创作的支撑力度。积极争取省自然资源



厅、省建设厅、省科技厅等相关部门的工作指导与政策支持，

加大规划科普创作的要素投入，不断提升规划科普产品的研

发与创新水平。大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学科科普基地

建设，逐步实现“一市一基地”全覆盖，充分发挥展馆在科

普创作中的平台展示作用。

（六）媒体传播行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牵头）

促进科普信息的深度传播和专业性传递，加强规划科普

的影响力，推动科普理念在社会上的深入根植。

1.推动社会组织联动，整合相关行业传媒资源。在省国

土空间规划学会网站开设规划科普专栏，发布规划科技信

息，传播规划相关知识。积极会同相关社会团体组织，围绕

社会关切解疑释惑，开展联合宣传活动，营造社会科普氛围，

以增强综合影响力。

2. 拓展多元科普宣传，实施跨媒体跨终端传播。充分利

用科普报刊、书籍、音像制品、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发

挥微信公众号、B 站等新媒体更大影响力的作用，促进传统

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提升科普宣传活动成效。面向

公众针对性编辑出版规划科普教育丛书。面向大专院校，结

合本科教学城市认知实习，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教育课程体

系，力争申报国省级课程。

3、培育规划科普品牌，彰显规划科普浙江经验。以融

媒体矩阵为主体，组织拍摄《浙里有观点·规划科普》系列

短视频，把浙江规划科普经验体系化地推向全国。通过科普



短视频，把浙江规划科普经验体系化地推向全国。通过科普

内容一次创作、多次开发、全媒体呈现，实现各种领域、多

种媒体、不同终端的实时互动传播。

七、有关要求

（一）结合实际，精心组织。根据全省国土空间规划科

普宣传教育活动五年行动方案总体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地本

单位实际，认真履行科普责任，周密制定工作计划，有序有

效开展活动，同时积极争取科协、规划、教育等部门对规划

科普活动的指导和支持，确保全省规划科普教育活动能够取

得较大成效。

（二）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

依据省自然资源厅等相关部门要求，围绕主题、聚焦公众所

需组织开展全省国土空间规划科普宣传周活动，活动内容要

注重大众化、实用性、时效性、引导性，着力在提高活动实

效上出实招、下功夫、抓落实，提高全省规划科普周活动的

互动性和吸引力。

（三）加强宣传，彰显成效。充分发挥公众号、视频号、

报刊、互联网等媒体作用，加大活动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公

众了解规划科普活动的重要意义并积极参与和支持科普活

动，扩大科普活动的受益面和影响力，同时，为规划从业者

参与科普、广大公众享受科普搭建更便捷、高质量、强支撑

的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