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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体检，查找城市突出“病症”

每到周末，山西太原市民裴奕婷就会去滨河自行车道骑
行。这条沿着汾河的绿道有天然氧吧般的湿地，随处可见水
鸟飞翔。“绿道既方便骑车锻炼，也给了我们一个亲近水边、
欣赏美景的好地方。”她说。

这条滨河自行车道纵贯于城市的南北中轴线，是城市体
检的产物。据太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发展科科长韩冉
介绍，在2020年太原市“体检”过程中，不少市民反映“汾河公
园亲水性不足，缺乏专用自行车道”，为滨河绿道的建设提供
了决策参考。2021年5月，滨河自行车专用道正式开放，南
北向专用自行车道建成后，与原有的东西山自行车道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城市自行车交通系统，极大便利了汾河两岸居民
出行，提升了汾河公园的活力。

所谓“城市体检”，就是通过综合评价城市发展建设状
况、有针对性制定对策措施，优化城市发展目标、补齐城市
建设短板、解决“城市病”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城市是
一个有机生命体，在生长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城市病’，因
此城市也需要定期做体检。当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已达到 64.72%，城镇空间扩张速度明显放缓，‘城市病’集
中显现，改善人居环境任务迫切。”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
院副院长潘芳说。

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北京市率先开展城市体
检；2019年，城市体检试点工作扩展至沈阳、南京、厦门等11
个城市；2020 年，城市体检进一步拓展到 36 个样本城市；
2021 年，样本城市范围再扩大至 59 个，覆盖所有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部分设区城市。今年，59个样本城市的
体检指标体系由去年的 8方面 65项调整为 8方面 69项，增加
了“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比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等内容。

“从近几年样本城市的体检评估情况看，中国城市功能
不断完善，人居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仍存在一
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和短板。”潘芳告诉记者，这些问题包括
中国城市人口过密、功能布局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中心区普
遍人口过密，城市交通问题突出、医疗服务设施布局不均
等；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社区养老服
务、普惠幼儿园等覆盖率较低，老旧小区比例高且基础设施
老化等；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特色风貌塑造有待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仍不完整；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高，对
城市市容市貌的管理仍需加强；城市安全韧性不足，部分城
市人均避难场地建设不够且分布不均，防洪和排涝系统缺
乏有效衔接等。“这些都是城市体检查出的较为常见的‘城
市病’。”

多方“会诊”，“自检+他查”确保科学

“停车不方便，希望多开辟一些停车位”；
“电动车充电桩不够，乱拉线路情况多，能不能想办法

增加充电桩”；
“老年人就餐不方便，希望社区能够解决”；
……
这是去年太原市开展社会满意度调查时收到居民提案中

的几条。
社会满意度调查是城市体检的方法之一，通过问卷调

查、实地走访等方式，调查分析群众对于城市建设发展的满
意度，查找群众感受到的突出问题和短板。自 2020 年被纳
入城市体检样本城市以来，太原市每年都会通过街道社区下
发问卷，“市民参与很积极，我们每年回收的问卷基本在1.2
万份以上，数量超过规定标准的3倍。”韩冉说。

如果对照人们平常的诊疗手段，社会满意度调查类似于
中医“见微知著”，是一种以小见大反映民生问题的体检方
式。相较之下，依托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第三方体检好比西
医“化验检查”，通过收集相关指标数据分析样本城市的建设
成效和问题短板，更偏向于定量调查。

“第三方体检包括指标数据收集、指标计算、评价标准
构建等环节。”潘芳告诉记者，在指标数据收集阶段，需要根据
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数据源，利用“网络爬虫”、地理信息系
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获取数据、展开分析。同时，搭建
体检数据自采集系统，比如借助地图 APP 收集计算老年餐
厅、普惠幼儿园等设施覆盖度，以此判断相关基础设施供给

是否合理。
除了第三方体检和社会满意度调查，城市还可以进行

“自体检”，即自己查找、发现问题。在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基
础上，各地自查时可结合自身特色增加相关指标。

比如，广西柳州在此前的城市体检中，根据其创建绿色
低碳城市、公园城市等目标，设计了反映“公园城市”特色的

“滨水休闲岸线占比”指标、反映“绿色低碳城市”特色的“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利用率”“路边新能源停车泊位供给率”指
标；根据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相关要求，设计了反映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历史建设修缮率”“历史建筑
活化利用率”“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比例”指标等。

“这些指标符合住建部提出的相关要求，也结合了柳州实
际，维度更广，代表性较强，为我们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建设提
供了依据。”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负责人说。

开出药方，分类分级对症下药

诊断出“城市病”，后续的“治疗手段”也很关键。
2020年，重庆市在城市体检中“诊断”出公共安全隐患较

多、城市交通拥堵严重、城市环境改善压力较大、中心组团
过高过密、老旧小区体量较大、城市无障碍环境较差、养老
文体设施相对缺乏等7项“城市病”。

发现“病灶”后，重庆市充分发挥城市体检辅助城市工作
精准施策的支撑性作用，给城市动了一场“大手术”。2021年，
重庆中心城区累计完成改造200个小区、859.8万平方米，惠
及12.4万户居民；2020年底，社区养老服务站覆盖率较首轮
体检提高3个以上百分点，体育设施15分钟步行覆盖率均较

首轮体检提高 10 个以上百分点；2021 年第四季度，重庆中
心城区高峰时间平均机动车速度为 23.7公里/小时，较 2020
年第四季度提升1.1公里/小时……日前，重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晒出的 《2021重庆市城市体检综合报告》 显示，
2020年重庆市查出的 7项“城市病”稳步改善，其中老旧小区
改造、养老文体设施增加、城市道路交通运行等3项改善效
果明显，受到市民欢迎。

“很多‘城市病’是经年累月形成的，推动其解决主要有
赖于做好城市体检成果转化，‘照方抓药’。”潘芳说，城市体
检通常会形成“一表四单”（城市体检综合诊断表、城市发展
优势清单、城市发展短板清单、城市病清单和城市更新项目
清单）。“一表四单”综合分析城市发展优势和短板，为政府决
策提供依据。“在具体‘治疗’时，可以根据问题的分布情况、
治理难度和居民社会满意度，对‘城市病’进行分类分级并针
对性施策，包括建立相关项目加以解决、拟定中期整治行动
计划、拟定长期整治计划并据此分步解决等。”

横向看，建立全国通用指标进行城市体检，能为城市之
间提供对比参照的依据，促进各地形成“你追我赶”的发展格
局。纵向看，城市体检成果是督促城市自我检讨和进步的关
键动力。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建立“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城
市体检评估制度。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
用好城市体检这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
补齐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短板。同时，逐步将城市体检工作制
度化。通过对城市体检结果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发现共性
问题，进一步总结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全面提高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围绕8方面69项指标对59个样本城市“把脉开方”——

你所在的城市“体检”了吗？
本报记者 廖睿灵 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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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会通过定期体检来判断身体
是否健康。您知道城市也会做体检吗？

前不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关于开展2022
年城市体检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将围绕生态宜居、

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
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等8方面69项指标，选取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部分设区城市进行城
市体检。

农村公路是农
村地区覆盖范围最
广、服务人口最多、
公益性最强的交通
基 础 设 施 。建 好 农
村 公 路 ，对 补 齐 农
村交通基础设施短
板、拉动农村投资、
稳定农民就业和助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
6 部门印发《农村公
路扩投资稳就业更
好服务乡村振兴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对农
村公路建设提出了
新目标、新要求。

据 统 计 ，2021
年末，中国农村公路
里 程 达 446.6 万 公
里，比上年末增加了
8.4 万公里。“目前，
农民群众要求交通
建设项目向进村入
户倾斜呼声很高，各
地也储备了大量项
目，建设积极性高。
同时，农村 公 路 点
多、线长、面广，单
体规模相对较小，受
用 地、用 海 限 制 相
对 较 少 ，审批程序
相对简单，建设条件
相对成熟。”交通运
输部公路局局长吴
春耕说。

建设更多“致富
路”，有哪些新的要
求？据介绍，针对
农民群众呼声较高
的 方 面 ，《实 施 方
案》 提出推动农村
公路建设项目更多
向进村入户倾斜，鼓
励打通“断头路”，畅
通“微循环”。因地制
宜推进较大人口规
模自然村 （组）、抵
边自然村通硬化路
建设等。此外，要
发挥好农村公路建
设在扩投资、促增
长方面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实施好‘四好
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五大工程。”吴春耕介绍，
包括加快实施骨干路网提档升级工程、基础路
网延伸完善工程、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工程、产业
融合发展工程和服务水平提升工程。

一方面，要补齐农村公路建设的相关硬件
短板，加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
达地区、垦区林区等农村公路建设；另一方面，
发挥农村公路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拓
展开发停车、充电、购物、休闲、观光等服务功
能。促进农村公路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乡
村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让经济活水流
向乡村，为乡村振兴赋能提速。

建设更多“致富路”，还能有效带动群众就业
增收。《实施方案》提出，2022年，在力争提前
完成农村公路原定年度任务目标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金融等政策支持，提前实施一批具备条
件的“十四五”规划项目，新增完成新改建农村公
路3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3
万公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3000座，力争新增
完成投资约 1000 亿元，带动约 200 万人次就地
就近就业增收。同时，将农村公路管护领域就
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要促进农民群众参与建设，建立健全‘四
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和吸收就业困难人员的
长效机制。”吴春耕说，在农村公路建设和管护
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优先吸纳当地农村群
众参与工程建设以及建成以后的维修养护，带
动当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增收。同时，统
筹用好农村公路管护领域公益性岗位等各类就
业岗位，鼓励将村道和通自然村（组）公路日常
养护通过分段承包、定额包干等方式由沿线农
民承包进行养护，进一步拓展就业渠道。

本报南宁电 （记者庞革平） 百香果、芒
果、六堡茶、茉莉花……夏秋时节，广西壮族
自治区众多特色农产品正源源不断销往各地。
通过打造农业品牌，广西大力推动“桂品出乡”。
据广西农业农村厅负责人介绍，目前，广西已
培育“广西好嘢”品牌411个，有力促进了农村
经济发展。2021年底，广西农业品牌总产值达
1397亿元，品牌总价值3200亿元以上，带动农
村就业人口965万。

为加强农业品牌打造，广西建立了一套农
业品牌建设制度，累计安排近 5亿元财政预算
用于支持农业品牌建设。广西创设农业品牌目
录，共精选“广西好嘢”品牌 411个来加强培育，
其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76个、农业企业品牌
129 个、农产品品牌 206 个。广西还加强绿色
有机地标认证体系建设，构建了专门工作机构

和制度体系。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一批“桂字号”农业

品牌脱颖而出。百色芒果等11个区域公用品牌
上榜农业农村部首批中国农业品牌目录。陆川
猪等 10 个品牌入选 2021 年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市场竞争力品牌、市场竞争力新锐品
牌。横县茉莉花茶等9个品牌入选2021年中国
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100强。

品牌构建带动产销对接，推动“桂品出
乡”。2021 年，广西举办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
助力乡村振兴等17场大型活动，达成合作意向
金额超 230亿元。2021年底，广西农业品牌总
产值达 1397 亿元，品牌总价值 3200 亿元以
上，推动2020—2021年广西农产品销售额及销
售量双双实现增长。2021年，广西一产增加值
增长8.2%，创下新高。

广西农业品牌带动“桂品出乡”

广西柳州融安县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图
为 8 月 18 日，融安县大良镇石门村的果农在分拣准备外销的黄皮果。

韦荣军摄 （人民视觉）

广西柳州融安县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图
为 8 月 18 日，融安县大良镇石门村的果农在分拣准备外销的黄皮果。

韦荣军摄 （人民视觉）

▲山西省太原市自2020年起连续3
年被列入城市体检名单。基于城市体
检成果，太原市去年建成滨河自行车
道，便利市民出行、观赏城市美景。

图为汾河两岸景色。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是今
年城市体检样本城市之一。为进一步
改善老旧小区环境，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今年对 84 个小区进行综合提升改
造，计划 9 月 30 日完工。图为 8 月 19
日，工人在玉泉区一老旧小区改造现
场进行外墙施工作业。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湖北省蕲春县马崇线施工现场，农村公路
建设者正在忙碌。

陈顶云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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