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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十四五”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承载城市建设目标任务清单图解

宝鸡市“十四五”区域旅游休闲度假中心建设目标任务清单图解

围绕一条主线

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坚持三大路径

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升级的新阶段

门票经济向旅游经济全产业链转化的新模式 

点状布局向区域集聚的新格局

建设四大旅游休闲度假品牌

周秦文化休闲度假游

秦岭山水生态度假游

西府民俗乡村度假游

红色工业研学度假游

推进六大重点工程

全域旅游示范

文旅融合创新

千亿产业支撑

旅游环境优化

品牌营销推广

文化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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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综合服务

型物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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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特色农产品类县域物流园区：

陇县交通（果品）物流园区、眉县明润

农产品（猕猴桃）物流园（二期）、凤县

天晨（花椒）物流中心、太白高山蔬菜

物流中心、宝鸡智慧云仓城物流园

区、麟游电商物流园区

2个商贸物资配送类物流园区：

扶风新贸现代物流园区（二期）

岐山商贸物资仓储物流园区

1个酒类物流园区：

凤翔西凤现代物流园区

1个煤炭类物流园区：

麟游煤炭物流中心

1个汽车零部件类物流园区：

蔡家坡汽车产业物流园区

服务内容：

商品供销、物流配送、快递代寄

功能：

生产处理、源头保鲜、产地储藏、

市场交易、物流配送

村 
 

级

全市 99 个镇各建

一个商贸（物流服

务）中心

县 
 

级

全市每个县建

设一个综合物

流园区

市 
 

级

阳平铁路物流园区（二期）项目

陈仓陆港公路物流中心项目

凤翔空港物流园区项目

农产品市场冷链物流中心项目

市场保供冷链设施建设项目

眉县骨干冷链物流园区（二期）项目

全市 1165 个行政

村各建一个物流配

送站

建设若干农产品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

业态：

生活用品、农资供应、农机租赁、金融服务、

快递服务、电商服务、产品展销

方式：

直供直销、连锁经营、统一配送

宝鸡市“十四五”区域科创中心建设目标任务清单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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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

形成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区域

创新体系，提升

科技创新服务

能力，支撑引领

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到2035年，

创新能力全面

提升，建成区域

科创中心，跻身

国家先进创新

型城市行列。

具
体
指
标

科技创新投入

显著增长。到 2025

年，全 社 会 研 发

（R&D）经费投入年

均增长 8%，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有研

发活动企业占比达

到 25%。

产业创新能力

明显提高。到 2025

年，全市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 380 家以

上，入库科技型中

小企业达到 400 家

以上，各类研发平

台达到300家以上，

“双创”载体达到

200 家以上。

科技成果产出

更加丰硕。到 2025

年，专利授权量达

到 3000 件以上，每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4件，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达到 36 亿元。

创新人才队伍

加速集聚。到 2025

年，引进、培养产业

发展紧缺高端人才

及团队 110 人（个）

以上。

创新体制机制

更为完善。激励创

新的政策体系更加

健全，知识产权保

护更加严格，崇尚

创新创业、勇于创

新创业、激励创新

创业的价值导向、

文化氛围和制度环

境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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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创原（宝鸡）创新促进中心   宝鸡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    宝鸡高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蟠龙高新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凤翔高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海洋石油钻采设备试验检测共享平台        生态环境检验与评估综合服务平台

汽车检测试验技术服务平台                钛产业科技信息共享平台

汽车及零部件领域技术创新：实施高效率高性价比增程式商用车整车关键技术研究、纯电动

环卫车研发等 13 个项目，总投资 26.75 亿元。

先进结构材料领域技术创新：实施钛锆合金挤压型材制备技术研究、航空航天紧固件用TC4 钛

合金大单重高性能盘圆丝材制备技术研究等 24 个项目，总投资 50.72 亿元。

轨道交通领域技术创新：实施高速铁路智能综合巡检技术研究、道岔铺换施工一体化装备研

发等 14 个项目，总投资 2.72 亿元。

智能制造及机器人领域技术创新：实施车铣（铣车）系列复合加工中心研发及示范应用、数控

强力珩齿机研制等 20 个项目，总投资 4.20 亿元。

石油钻采装备领域技术创新：实施 7000 型成套压裂装备研制、柴油驱动压裂机组安全保障系

统的研制及现场试验等 30 个项目，总投资 4.86 亿元。

电子信息领域技术创新：实施民用航空短波通信系统、“智能电网”在线检测传感器及控制系

统等 16 个项目，总投资 2.87 亿元。

现代农业领域技术创新：实施苹果砧穗组合评价及种苗产业化、功能性羊奶产品研发与示范

等 33 个项目，总投资 9.02 亿元。

中国酿酒原料及品质安全研究院          高档数控机床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钛产业创新中心                        陕西省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

巨头鲸创新创业谷   南山瞪羚谷加速器   天堂工业园中小企业孵化中心   眉县科技企业孵化器

汽车零配件创业孵化基地   汽车产业“双创”示范基地   宝钛集团钛谷孵化中心

《宝鸡市青年科技新星培育工作指引（试行）》    《“宝鸡优才卡”管理使用办法（试行）》

《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

宝鸡高新区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    蟠龙高新区建设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凤翔高新区建设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园

西部传感器产业园     互联网产业园     大数据产业园

智能制造产业园       石墨烯产业园     霸王河工业园

宝鸡高新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融通创新方向）

“石鼓文化城”省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省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理想共创文化产业园”省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科技资源
统筹工程

技术创新

工程

园区创新

发展工程

协同创新

工程

创新主体

培育工程

创新人才引进
培育工程

保
障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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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市创新

驱动引领高质量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

完善考核评

估机制

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

加强组织领导

每年列支2000

万元市科技创投

基金。

制定出台“科

技创新政策包”。

健全政策体系

强化项目支撑

围绕四大优

势产业和五大新

兴产业，组织实施

129 个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总投资

211.43 亿元。

注重政策激励
落实《宝鸡市

鼓励科技创新培

育新动能若干措

施》《宝鸡市创新

驱动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引导鼓励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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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市

区域旅游休闲

度假中心

国内一流旅游

目的地

文化旅游产业成

为千亿级产业

空
间
布
局

一核

以市区及周边旅游景

点、商业综合体为载体的都

市旅游休闲度假核心区

一带 

渭北川塬西府民俗

风情旅游休闲度假产业带

两区

法门—汤峪温泉养

生旅游休闲度假区

关山草原—大水川

高山草甸旅游休闲度假区

三组团

以太白县为核心的

秦岭山地康养运动组团

以麟游县为核心的

盛唐避暑文化体验组团

以凤县为核心的岭

南山水康养休闲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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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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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考核奖惩

强化监督管理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建设文化和旅游投融资平台

加强安全应急保障

加强旅游安全监管

加强旅游应急保障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加强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宝鸡文化旅游发展智库

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

培育旅游

休闲度假核心

竞争力

提升旅游休闲度假产品吸引力

强化旅游

休闲度假产业

支撑力

拓展旅游休闲度假

环境承载力

彰显旅游

休闲度假品牌

影响力

增强旅游休闲度假氛围凝聚力

推进旅游度假区和高A 级旅游景区建设

推进各县（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提升法门文化景区、太白山景区 5A 级景区管理水平；支持关山草原、周文化景区创建 5A 级景区；推动大水川—九龙山等景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太白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规划修编和实施。

到 2025 年，70% 县（区）达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宝鸡市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

重点打造提升 8大旅游休闲度假产品：都市旅游休闲度假产品、乡村旅游休闲度假产品、 文化体验旅游产品、红色旅游产品、工业旅游产品、研学旅游产品、体育旅游产品、康养旅游产品。

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建省级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20 个，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占GDP 比重达到 3.5% 左右；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广播影视、演艺

娱乐等内容生产创作，创建 5个国家级、省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推动旅游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旅游住宿业差异化发展 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推进旅游度假区品质化发展 推动旅游商品业全面性发展 推动旅游娱乐业品牌化发展

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市场主体 引进和培育一批龙头文化旅游企业 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

完善旅游服务网体系：加大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建设力度；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书香城市·悦读宝鸡”工程，建设图书馆之城；推进融媒体建设：加强智慧广电和应急

广播系统集成建设；推进智慧旅游建设 ：打造宝鸡智慧旅游云数据中心和智慧旅游综合平台；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的旅游安全监管体系；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争创全国旅游标准

化示范城市（区、县），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景区。

加强文艺精品创作 实施文化交流促进工程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打造寻根祭祖游、周秦文化游、法门探秘游、历史文化游、秦岭山水游、关陇风情游、 田园生态游、休闲度假游、西府民俗游、红色工业游等精品旅游线路。

强化区域旅游合作与交流：融入全省周秦汉唐文化旅游聚集区、丝绸之路精品旅游走廊、黄河文化旅游走廊等旅游区块发展。深化文化和旅游对外交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

创新旅游营销和宣传手段：转变固有思路，选择立意更高、效果更好、更加新颖的宣传手段，通过广告宣传、媒体传播等形式扩大品牌知名度。拓展旅游客源市场：积极融入大

西安都市旅游圈，不断巩固周边重点客源市场。

发展壮大会展经济，实施“一县一品”工程，打造各县（区）特色旅游精品节会活动。

发展现代文化产业

打造高质量旅游业

壮大文化旅游市场

设计精品旅游线路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旅游宣传营销

打造旅游节会产品

84.16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