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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建三局安徽滁州来安县自来
水总厂项目，焊工在焊接取水口管。

闫轶凡摄
图②：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龙

升社区，幼儿园的孩子展示手工制作的纸
飞机。 滕树明摄

图③：湖北宜昌市伍家岗长江大桥加
紧施工，通车后宜昌将形成“四纵五横”
快速路网格局。 王 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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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
城镇化进程之快、规模之大在世
界上首屈一指。如果将百年来中
国城乡变迁的壮阔图景转化为一
串跳跃的数据，那该是多么惊人
的一条上扬曲线！

看速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
的 10.64%增至 2020 年的 63.89%，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逾 53
个百分点，完成了从“乡土中国”
到“城镇中国”的历史性蜕变。

比规模，中国居住在城市的
人口从 1949 年的不足 4000 万人增
长到当下城镇人口逾 9 亿人，70
多年里城镇的人口增量，比欧洲
人口总和还多，体量巨大。

超大规模人口迁徙带来了中
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巨变。广东深
圳，由边陲小渔村崛起为国际大
都市，创下了“3 天盖一层楼”

“40 年经济总量增长 1 万倍”的
“深圳速度”。北京中关村，从昔
日的小村庄成长为广厦林立的全
球科技创新高地，引领北京研发
投入强度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稳居全国第一。开发区、工业
园 、 新 城 …… 城 市 新 区 不 断 设
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成渝……城市群迅速发展，成为
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令我们自豪的，不仅是平地
起高楼的建设奇迹，更是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我们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

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
务，把增加人民福祉作为城市发
展的根本目标，使全体居民共享
现代化建设成果。中国经历了世
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
城镇化进程，没有出现一些国家
城市中常见的“贫民窟”。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制度优越
性，统筹城乡发展，一系列配套
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的新型城镇
化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数亿人口进城后，不仅完成了纸面的户籍
之变，更感受到体面的生活之便。

中国的城镇化，不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而是
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环境
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不是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
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而是统筹城市布局
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一批宜
居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
批拥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被呵护成长。放眼中国，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融入
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越
来越多的历史名城在保护中发展，成为承载历史记
忆、传承文化遗产、记录时代精神的文化地标。

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选择，是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的创新实践。站在新起点，更好地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们的城市必将更健康、
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告别“一条长廊串小屋、取暖做饭靠
煤炉”，从“住得进”迈向“住得好”，我国城
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由 1956 年的
5.7平方米增加到2019年的39.8平方米。

告别“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今日中国，人居环境更加优美，2019年全
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污水
处理率分别达到99.2%、96.8%。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
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
镇化进程——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1949 年 末 的 10.64%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63.89%；全国城市和建制镇数量从1949年
末的 132 个、约 2000 个增长到 2019 年的
684个、逾2.1万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
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
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和幸福感。

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
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镇
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给人民群众带来
满满获得感。

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显著

“那时和妻子租间小屋，始终感觉漂
泊不定。”回想起 10多年前刚从甘肃农村
到宁夏银川的日子，王彦举感慨万千。
2014年宁夏提出，凡是进入城镇落户的农
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将与城镇户籍家庭享
受同等住房保障政策，随后还出台了农业
转移人口的随迁子女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就
读等政策。

相继出台的配套措施，让王彦举果断
选择在银川买房安家：“如今孩子在家门
口上学，我们夫妻俩还有医疗和养老保
险，没啥后顾之忧。”

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城市放开
放宽落户限制，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亿万农民进城找到满意的工作、享受便利
的服务，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限制少了、门槛降了，户籍改革让进
城更省心。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
化：在广西，落户不受就业年限、居住、
参保等条件限制；在海南，没有购房可以
选择落集体户……越来越多地方打破制度
藩篱，人员流动更自由、安家落户更便
利。“十三五”期间，31 个省 （区、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户籍制度改革
实施意见，更多有意愿、有能力、有条
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安居。

配套全了、保障多了，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更暖心。“来
了就是顺德人！”今年 4 月，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举行新市民宣传活
动，当地 16 个职能部门详解各类
公共服务政策。“以前不知道还有
住房租赁补贴，今天问清楚了，这

就去准备材料！”新市民陈先生喜出望外。
看全国，顶层设计紧扣民生所盼，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均等、优质：经过长
期努力，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实现县域内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区 （县） 级以上普
遍建立了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土
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领
域配套改革纷纷出台，让越来越多的人在
城镇“定心定根”。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镇
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福银高速塔前互通口通车后，
镇里开车到延平区的时间缩短了近半个小
时，到福州缩短近一个小时，农产品可以
更新鲜送达！”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塔前镇
一家蔬菜基地的负责人张丰康兴奋地说。

1949年末，全国拥有公共交通设施的
城市仅 27 个，公共汽 （电） 车只有 2299
辆。从弯弯绕绕的泥巴路、断头路到四通
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从人力黄包
车、自行车到地铁、公交、网约车，城镇
的交通更顺畅，老百姓的出行半径不断拓
展，城市间的交流联系日益紧密。

以高铁为例，目前可实现京津冀、长
三角等城市群内2小时畅行，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间1000公里4小时通达、2000公
里 8 小时通达。“成都上班、眉山居住”
的白领余友平便是受益者：“坐动车 20多
分钟到成都后直接转乘地铁，非常方便！”

与此同时，城镇的市政设施也在逐渐
完备。1949 年末，全国只有 72 个城镇建
有自来水厂，有供气设施的城市仅有 9
个。2019 年，全国城市供水普及率、燃气普
及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已分别达到98.8%、97.3%、96.8%、99.2%。

信息网络迅猛发展。党的十八大以
来，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智能手机
迅速普及，显著改变了城镇的经济发展模
式和工作生活方式。截至 2020 年 12 月，
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79.8%，5G
基站初步覆盖地级以上城市。

“菜价在显示屏上一点就能查到，扫
扫小票上的二维码，还能知道蔬菜来源
地，吃起来更放心！”去年底，江西高安
市城北智慧农贸市场开张，居民何玉秀享
受到全新的购物体验。与传统农贸市场相
比，这个智慧农贸市场融入了农副产品追
溯系统、商户销售大数据分析系统等“智
慧”元素，为百姓购买放心菜提供了便利。

城市规模大了、数量多了，城市群也

在不断发展壮大。“十三五”时期，城市
群集聚人口和经济作用持续显现，19个城
市群承载了我国75%以上的城镇人口、贡
献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城市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居民对优美环境、
健康生活、文体休闲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得
到满足。

这是更加宜居的城镇化。“小区改造
后，入户有电梯，再也不用提着孙子的童
车爬上爬下了。”家住广西贵港市的罗大
叔坦言，老旧小区改造让生活更方便了。
2020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03
万个，惠及居民约736万户。

这是更加绿色的城镇化。“黑臭水体
不见了，清溪蜿蜒、绿地成片，在城里走
走，心情舒畅。”安徽芜湖市弋江区居民
何斌满脸笑意。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8.2%；全国共建成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的项目4万多个，实现雨水资源年利用
量3.5亿吨。

这是更具人文色彩的城镇化。截至
2020年底，全国已公布135座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912片，确定
历史建筑3.85万处，保护了大量城市历史
文化遗产，延续了城市历史文脉。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关键纽带的县城，
同样具有满足人民群众就业安家需求的巨
大潜力。近年来，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工作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环境卫生、市政公
用、产业配套等设施提级扩能，城镇化空
间格局更为科学协调。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

五”及未来一个时期，要完善新型城镇化
战略，显著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使更
多群众享有安全健康、较高品质的城市
生活。

新型城镇化，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丁怡婷 邱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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