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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城市安全防控机制让城市更安全优化城市安全防控机制让城市更安全
■张修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
快，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
市功能、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发
生了深刻变化，城市运行系统
日益复杂，城市安全风险也不
断加大。对此，应全面优化城
市安全防控机制，以人民安全
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打造出更
安全、更宜居的高品质城市生
活空间。

强化城市安全风险防控

要完善城市化战略，把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
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更好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
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
我们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
念，强化安全红线意识，切实
把安全发展作为城市文明的
重要标志。

首先，对城市安全风险进
行全面辨识评估，建立城市安
全风险信息管理平台，绘制

“红、橙、黄、蓝”四色等级安全风

险空间分布图。优化互联网问
卷调研、资料分析、行业部门座
谈等评估方式，建立大客流监
测预警和应急管控处置机制。

其次，对重点人员密集场
所和安全风险较高的大型群众
性活动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建
立大客流监测预警和应急管控
处置机制。应坚持生命至上，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守发展不能以牺牲安
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
线，树立紧绷安全弦，防患于未

“燃”的意识，预防城市重大安
全事故。

最后，明确风险管控的责
任部门和单位，完善重大安全
风险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好
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下大力
气解决城市重大安全风险防
控短板不足，明确城市风险评
估预警、联防联控、及时处置
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要求，
做到责任落实无空档、监督管
理无盲区。

深化城市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

模经济效益，必须统筹城市布
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
态需要、安全需要。

当前，应制定城市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规范，健全隐患排
查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城

市重大危险源辨识、申报、登

记、监管制度，建立动态数据

库加强管理，加快提升在线安

全监控能力。强化对各类生

产经营单位和场所落实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情况的监督检

查。此外，应提升人民群众的

安全意识，加强安全教育，完

善救护体系。

深化城市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还应具体开展以下工

作。一是加强对易燃易爆场

所雷电灾害的隐患排查。加

强老旧城区火灾隐患排查，督

促整改私拉乱接、超负荷用

电、线路短路、线路老化和影

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等问

题。二是加强地震风险普查

及防控，做好防火防汛、地质

灾害隐患排查和自建房隐患
专项整治和取缔。加强城市
隧道、桥梁、易积水路段等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点段排查治

理，保障道路安全通行条件。
三是加强安全社区建设。推
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经理人
或楼长制，完善自我管理机
制。明确电梯使用单位安全
责任，督促使用、维保单位加
强检测维护，保障电梯安全运
行。四是加强施工前作业风
险评估，强化安全管理，严禁
违章违规行为，防范事故发
生。五是加强广告牌、灯箱和
楼房外墙附着物管理，严防倒
塌和坠落事故。

提升城市应急管理
和救援能力

影响人民群众安全的城
市安全问题首先表现为治安
问题。要在完善治安防控上
下功夫，充分依托站巡制、驻
警制、驻区制等警务机制，优
化高峰警务和夜间警务模
式，推动治安防控网络与城
市管理网格的深度融合。紧
紧盯住群众最关心的社会治
安突出问题，深入推进治安、
交通、环境等关系城市安全
的秩序政治，突出治安问题

和城市秩序问题动态排查整
治长效机制，确保社会面治安
秩序良好。

除了健全事前的城市安

全防控体系，还应健全事中、

事后的城市安全应急救援体

系，提升城市应急管理和救援

能力。一是健全城市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管理体系，应优化

多部门协同预警发布和响应

处置机制，推进多部门协同的

城市应急救援信息共享机

制。二是完善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在应急救援统一预案大

棋局中实现与部门预案、企业

预案、社区预案的有效衔接，

定期开展联合应急演习。三

是完善应急救援联动机制，从

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和前后方

指挥联动等多方面建立机制，

提高应急指挥和综合救援效

率。四是规范有限空间作

业。加大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建立健全“一企一档”，聚焦有
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作
业审批执行、劳动防护用品配
备、外包作业管理等重点执法
检查事项。（作者系北京社科
院副研究员）

■梁启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
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
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进程中，我们要适应当前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情况，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把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
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共同
富裕的深刻内涵，促进共同富
裕的基本要求，明确促进共同
富裕的工作重点。

共同富裕是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
古至今的梦想，是中国无数仁
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
追求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
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的百
年历史就是一部守初心的伟
大实践史，就是一部担使命的
伟大奋斗史。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
豪、分田地”，让广大农民翻身
得解放，是为了实现共同富
裕。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同
志强调：“现在我们实行这么
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
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
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
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
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
都有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强调我国追求的富裕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消除贫困、改
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
们党的重要使命”。可以说，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
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从根本
上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共同富裕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
涵。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
的现代化不同于任何国家的

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社
会主义的现代化，它有自己
的内涵、特征，它是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我
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
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
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这就是一条把
实现共同富裕置于现实的基
础之上，“先富—后富—共
富”的可行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
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
了良好条件。我们已经完成
第一个百年伟大目标，正在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必须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的新情况，更好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共同富裕是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

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
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是分
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不是一个

时间的同时富裕，是普遍富裕

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平均

主义、“大锅饭”式的共同富

裕，是社会总财富总体提高基

础上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

展为前提和物质基础的，实

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在于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

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要求。

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

“蛋糕”分好。做大“蛋糕”是

前提。试想一下，没有“蛋

糕”，何谈分“蛋糕”！共同富

裕，绝不是贫穷基础上的财

富分配，绝不是“均贫”。只

有把“蛋糕”做大，人民群众

增加收入、扩大就业、改善衣

食住行医教文卫等最现实最

直接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

分好“蛋糕”是目的，只有分

好“蛋糕”，让人民群众切实

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使他们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

为做大“蛋糕”提供源源不断

的强大动力。

当然，共同富裕也不是同
时富裕、同步富裕、平均富裕、
同水平富裕甚至劫富济贫式
富裕，绝不能搞“大锅饭”式的

绝对平均主义那一套。我们
必须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
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
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
径，认真总结经验，坚持循序
渐进、逐步推开。

推进共同富裕是
社会系统工程

要在全社会鼓励勤劳创
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
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
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
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
提供创新创富的机会，形成人
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共同富
裕要加强社会制度保障建设，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
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
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
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
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
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
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
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
扎实迈进。（作者系辽宁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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