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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四季度，中央财政增发
1 万亿元国债，集中力量支持灾后
恢复重建，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
板。目前，相关国债资金的使用、
分配、下达情况如何？对这笔资
金，财政部门如何加强监管？

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介绍，今
年一季度，各级财政部门加快预算
下达和增发国债资金使用，强化国
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
障，增发国债资金已于年初全部下
达。2023 年四季度增发国债的 1 万
亿元资金，大部分于今年使用。

看国债发行工作——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查批准增发国债方案后，
财政部及时调整去年四季度国债发
行计划，优化国债发行窗口和期限
品种结构，动员国债承销团成员做
好应债准备，保障增发国债顺利发
行，足额筹集资金。在有关各方协
同配合下，2023年底前已顺利完成

1万亿元国债的发行任务。
看分配下达工作——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建立了专项
工作机制，及时组织国债项目申
报、审核工作。根据专项工作机制
确定的项目清单，财政部在今年 2
月份已将 1 万亿元增发国债资金全
部提前下达地方，并督促指导地方
及时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项目，根据
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安排使用、尽快
形成实物工作量。

看资金调度工作——财政部建
立了增发国债资金库款单独调拨机
制，去年12月分两批向地方调度库
款 5000亿元，今年 1-2月又分三批
向地方调度库款 5000 亿元。“两个
5000亿元已经全部调度给地方，确
保各地不因资金影响项目建设进
度。”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说。

看资金监管工作——财政部制
定了《增发 2023 年国债资金管理办

法》，规范国债资金分配使用，完善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增发国债
项目资金进行全流程监管。“财政部
将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指导地方加
快推进项目实施，抓好增发国债资
金监管，确保将资金用在刀刃上。”
王建凡说。

“从一季度数据看，增发国债资
金重点投向的城乡社区支出、农林
水支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同比分别增长 12.1%、13.1%、53.4%，
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王东伟介
绍，今年中央财政加大资金投入，
指导地方将2023年底增发国债资金
中的2249亿元用于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灌区改造提升等项目。中央
财政还将通过转移支付等继续夯实
粮食生产根基，建设适宜耕作、旱
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将中央财政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亩
均补助标准由 1300 元提高到 2400

元，同时取消地方对产粮大县的资
金配套要求；安排52亿元将黑土地
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扩大到 1 亿
亩；安排40亿元将盐碱地综合利用
试点从 2个省份扩大到 12个省份。”
王东伟说。

在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方面，
王建凡介绍，财政部已经将2024年
超长期特别国债收支纳入2024年预
算，并扎实推进超长期特别国债前
期准备工作。

“我们将结合债券市场需求和超
长期特别国债对应建设项目的实施
周期，科学设计发行品种期限，实
现与项目期限的合理匹配。同时，
统筹一般国债和特别国债发行，合
理安排发行节奏，切实保障特别国
债项目资金需求。”王建凡表示，财
政部将加强中央和地方资金、存量和
增量资金统筹，与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形成合力，提高资金整体效能。

精准施策，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老北京卤煮、大同刀削面、柳州螺蛳
粉、东北铁锅炖……从北京市东四地铁站一
路向北，街道两侧的全国各地特色小吃让人
目不暇接。伴随美食香气而来的，是一座座

“修旧如旧”的京韵风貌建筑。城市更新正为
北京增添新的色彩。

今年以来，聚焦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各
地城市更新举措陆续“上新”。

有的健全体制机制——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近日印发《北京市城市更新实施
单元统筹主体确定管理办法（试行）》等三个规
范性文件，于2024年5月10日正式施行。据
介绍，新政策明确了北京市城市更新实施单
元统筹主体的确定路径，重点解决“谁能当主
体”“谁来确定主体”“如何确定主体”“主体能
干什么”“如何监督管理”5个方面的问题，同
时进一步理顺了城市更新项目库运行机制。

有的探索科学绿化——保护好城区内的
古树名木，是广东省广州市城市更新工作中
面对的重要问题。2022 年 8 月，广州市林业
和园林局曾运用科技手段，历时 5 小时破解
迁移难题，实现全国首例古榕树全冠移植。
在今年5月15日起施行的《广州市旧村庄旧厂
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中，广州再次强调

“三旧”改造应当加强城市绿化和树木保护工
作，结合实际需求优化绿地布局，按照规定
编制树木保护专章。

有的补齐市政短板——“以后不用踩水出
门了”“门前道路不再坑坑洼洼”……在河北省
邯郸市永年区，不少居民感受到市政建设带
来的变化。据了解，自邯郸市2024年城市更
新“出亮点、补短板、疏堵点”攻坚行动开展以
来，有关部门积极行动。今年 3 月起，永年
区住建局围绕便道提升、城区道路管网改造
等领域开展摸底排查，谋划了26条道路改造
提升项目，目前 16条道路已开工，预计 8月
份前完成改造提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
员张文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城市更
新通常包括房屋修缮、增加公共设施、绿化
环境、商业街区更新、历史街区保护、老厂
区和老工业区的活化再利用等，是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全国已有数百个城市成

立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多地出台城市更
新条例、管理办法、指导性文件和各种支持
政策。除了大城市，很多中小城市也积极将
城市更新与城市体检工作相结合，按照‘先体
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的模式全面查找城
市的短板问题，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朝着精细
化、系统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张文忠说。

因地制宜，开发与保护相得益彰

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发展历程和人文风
貌，城市更新的看点也各不相同。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需要因地制宜、下一

番“绣花”功夫。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潘芳对

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
平衡等特征决定了各地应采取差异化的城市
更新策略。比如，安徽省铜陵市大力实施生
态修复，积极探索老旧工业区更新的新机
制；黑龙江省鹤岗市将废弃用地转换为公园
绿地和都市农业等绿色基础设施，提升城市
吸引力等。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城区的上新街片
区历史文物、名人故居较多，具备深厚的人
文底蕴。但该片区也有自身的烦恼：现存建
筑以上世纪50年代前后修建的平房为主，居
住环境较差；周围水、电、气等配套设施落

后，许多居民仍在使用旱厕和罐装液化气，
生活不便。原有产业外迁，也导致当地发展
动力不足。

“我们通过保护和活化历史文化遗产，改
善居住条件，展现片区的文化魅力；通过产
业导入、提升城市软实力，为居民和游客提
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城市体验。”济南城市发
展集团市中公司副总经理李震向记者介绍，
城市更新过程中，上新街改造并非简单拆除
重建，而是在保护的基础上活化利用。

“以田家大院为例，更新改造时首先明确
施工程序，施工前进行多次技术交底，制作
工艺样板，反复验收校核；施工时先进行样
板段施工，达到效果后进行批量施工。房屋

施工时，为减少对原有墙体的扰动，外墙部分
均用人工进行清理清洗，剔补墙砖重新勾抹灰
缝，力求与原建筑风貌保持一致。”李震说。

今年，济南市有关部门计划完成上新街
和泺源大街沿线老旧房屋和上新街市政道路
的改造提升。截至目前，沿街房屋的改造修
缮已完成 70%，市政管线敷设及道路回填硬
化已完成。

中山路是福建泉州古城的南北中轴线，
拥有中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百年红砖
骑楼建筑群之一。近年来，这里的部分建筑
年久失修、立面风貌受损，地下管网老旧、排涝
能力不足，架空明线密布、各类表箱杂乱，制约
了古城的保护和发展。

泉州市住建局技术中心副主任谢永明告
诉本报记者，为了让侨乡老街焕发生机、留
住乡愁，泉州市有关部门以“低冲击、微干扰”
的方式精心织补城市功能，推动古城更新。

“目前，我们已完成中山中路、第一分区 29
条街巷的提升，正在循序进行中山南路等区
块的提升工作。此外，泉州还对重要节点开
展修复提升，如工艺美术厂、状元街、清源
书院等；增加了城市配套项目，如口袋公
园、公厕、变配电房、停车场等。”谢永明说。

谢永明认为，城市有机更新的过程中，
施工方应下足“绣花”功夫，力争做到交通组
织微循环、居民生活微干扰、施工机械微型
化、施工组织微扰动，保障施工安全、保障
工程质量、保障工期受控、保障用水用电、
保障上学上班、保障道路通畅。

盘活资源，释放高质量发展潜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不断
提高，中国各地推动城市更新的主动性日渐
增强。

城市更新，更注重盘活资源。4 月 9 日，
作为天津市首个百亿元级大型“工改工”项
目，天津港保税区海港城市更新项目开工，
旨在对现有工业、仓储、物流用地进行升级
改造，更好激发土地要素活力，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集聚发展。

“天津海港区域存在生产性服务业配套不
足、交通组织不畅、载体结构性短缺等问
题。海港城市更新坚持‘拆改留’并举，以保
留利用提升为主，鼓励小规模、渐进式有机
更新和微改造。对于国盾厂房、海港中央公
园、海关卡口等，我们采用提升改造的更新
方式，增强结构安全、完善使用功能、焕新
海港活力；对现状设施较为良好的德民厂
房、久益厂房等，采取‘大保留微修缮’的更
新方式，在服务好现有优质产业的同时，增
强同类产业引入。”天津港保税区城市更新投
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辉对本报记者
表示，相关举措旨在“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
升质量”。

城市更新，更突出以人为本。最近，上
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陆晓钧
的行程满满当当。在她的日程表里，大量行
程与淡水路社区的进一步更新改造相关。该
社区是上海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中市井烟火
气最浓郁的街区，0.33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常
住人口超 8000 人，城市更新需求大、难点
多、要求高。

陆晓钧介绍，淡水路社区周边有多家写
字楼和商场，附近老年住户多、年轻白领多、
外来游客多、街边小店多。“我们在有限的区域
内下了‘绣花’功夫，不仅注重‘硬件’改造，
还做好‘软件’配套，力求让各类群体都有获
得感。例如，推动单位附属绿地开放共享，
把街区内的封闭式绿地打造成‘走得进去、坐
得下来’的街角会客厅；打造便捷有趣的街区

‘零距离家园’，为不同群体提供高品质服
务；推动老旧小区颜值‘焕新’，开辟‘围炉茶
话’议事区、打造‘一平方米玩具屋’等空间，
为老人、小孩提供休憩场所。”陆晓钧说。

“城市更新不仅是物质空间的简单更新，
还要为城市产业升级、居民生活提质服务。
未来，城市更新工作需要更多耐心和恒心，
精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潘芳说。

北京、上海、广州、泉州等地纷纷出台新一轮举措——

城市更新下足“绣花功夫”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围绕民生工程、里子工
程、安全工程这三大工程稳
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和更新
工作。经过几年的实践探
索，中国不少城市已初步搭
建城市更新工作框架。最
近，北京、上海、广州、天
津、成都、泉州等地纷纷出
台新一轮举措，对城市更新
加以细化、优化。

不同地方城市更新方式
有哪些特色？目前城市更新
有哪些新看点？带着这些问
题，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重点投向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等领域——

1万亿元增发国债资金已全部下达地方
本报记者 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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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把“口袋公园”
建设作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举措，利用城市
街头边角、闲置地块、河道两岸等建设了一批“口
袋公园”和“体育公园”。图为近日，市民在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溪“口袋公园”休闲。

邱洪斌摄 （人民视觉）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在推进城市
更新过程中，针对全民健身需求，因地
制宜打造健身场所，让市民“推窗见绿、
出门入园”。图为近日，儿童在即墨区通
济街道一处“口袋公园”游玩。

梁孝鹏摄 （人民视觉）

近期，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的油菜籽迎来丰收，各乡镇油菜种植
基地呈现一派喜人景象。图为日前，农民在遂川县泉江镇窗溪村驾驶
收割机采收油菜籽。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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