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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 ★A3版

加强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踏上新征程，奋楫再出
发。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党中央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
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必须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
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进
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重要遵循。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最终目的。聚焦城市
工作，政府亮出了怎样的成绩
单？未来又将如何继往开来，
谱写城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城市发展格局逐步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
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
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回顾
过去五年发展成绩，有序发展
城市群和都市圈，促进大中小
城市协调发展。

“成绩单”上寥寥二十余
字，字字千钧。

——看城市群。“19+2”城
市群布局总体确立，京津冀协
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重大进
展，成渝地区发展驶入快车道，
长江中游、北部湾、关中平原等
城市群集聚能力稳步增强。

其中，长三角以上海为核
心，带动南京、杭州、合肥、苏锡
常、宁波五大都市圈共同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以香港、澳
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为
引擎，辐射周边区域。京津冀
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城市，带动
河北省及周边省区邻市，成为
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
有活力的经济圈。成渝、长江
中游、关中平原等城市群省际
协商协调机制不断建立健全，
一体化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看都市圈。2019年2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培育
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
见》，提出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
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
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
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截至目
前，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
西安、重庆、武汉等7个都市圈
发展规划相继获得批复。

以南京都市圈为例，都市

圈发展规划获批2年以来，各
地区坚持合作共建，都市圈规
模持续扩大，高质量发展稳步
前行。2022 年，南京都市圈

“8+2”10个地区共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48952.38亿元，增量达
到2286.7亿元，实现质效稳步
提升。

——看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

列市和重要节点城市等中心城
市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龙头作用
进一步发挥，带动所在区域中
小城市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县城补短板强
弱项扎实推进，“1+N+X”政策
性文件体系落实落地，120个
县城建设示范工作稳步开展。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如
何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
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代表委员们也纷纷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湖州
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研发中
心主任施文美建议，相关部门
在战略层面加以审视，深化体
制改革，以行政手段进一步加
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包
括突破行政壁垒，推广实施一
体化协作新机制；合理优化都
市圈各城市分工，差异化增强
中小城市功能；支持长三角区
域性中小城市建设等。

城市功能品质显著提升

从前印满小广告的楼道
墙壁被粉刷一新，曾经停车泊
位紧张的老旧商圈不再“一位

难求”，过去马路边遛弯到如今
家门口公园……很多人发现自
己生活的城市正变得更加美丽
宜居。

上述变化离不开近年来我
国持续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城
市更新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同年11月，北京、成都
等21个城市（区）被住建部纳

入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
2021年8月，《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
知》发布，提出严格控制大规模
拆除、严格控制大规模增建、严
格控制大规模搬迁等多项城市
更新规划原则和指导意见。

2022 年全国两会期间，
《政府工作报告》将“有序推进
城市更新”列入重点工作，并提
出“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
小区”。

过去五年，我国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从4500多公里增加到近
1万公里，排水管道从63万公
里增加到89万公里。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 16.7 万个，惠及
2900多万家庭。

一组组沉甸甸的数据背
后，是城市功能品质不断改善
提升的生动注脚。

城市更新还将持续推进，
为群众幸福“加码”。今年，政
府投资和政策激励要有效带动
全社会投资，拟安排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3.8万亿元，加快实施

“十四五”重大工程，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促进区域优势互补、

各展其长，鼓励和吸引更多民
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
短板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
智慧城市。未来，该如何有序
推进城市更新、打造以人为核
心的城市品质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
筑师、总规划师，首钢集团总
建筑师吴晨认为，新时代，城
镇化发展面临新形势，城市经
济增长模式从资本型增长转
向运营型增长。以土地融资
为核心的土地财政带动的经
济增长进程已经基本结束，城
市资产的运营和管理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

吴晨建议，政府应对老旧
小区吸引社会资本改造建立相
关制度，加强风险评估，探索管
控体系，引入居民参与机制与
外部机制，不断创新完善更新
改造机制，确保更新项目的长
效有序推动。同时研究开发多
元化创新性金融产品，拓宽融
资渠道和信贷等方面的支持，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要保
护好历史文化。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规划师张广汉在走访调
研中注意到，历史文化街区内
的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建筑
的维修改善缺乏专项资金支
持，制约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和发展。

张广汉建议，相关部门设
立历史文化街区维护修缮专项
资金。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资
金，带动省级、市级财政配套资
金，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
筑和传统民居建筑维护修缮工
作的有序开展。通过专项资
金，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安全
性和宜居性，维持当地生产生
活和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城市管理服务更加精细化

这五年来，我国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推动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完善基层治理，优化
社区服务。

在湖北武汉，针对城市管
理服务精细化，该市要求落实
标准、加大力度，更快更好推进
各项工作任务；在辽宁大连，占
道烧烤摊少了、违规广告牌拆
了、违章临建清了，“灰头土脸”
的工地也“美颜”了；在山东济
宁，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街面卫生有所提升、非机动车
有序停放、小区环境有效整治
……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的
管理服务趋于精细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
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
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
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
萌芽状态。未来该如何朝上述
目标发力？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
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
出所副所长杨蓉表示，城乡社
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
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
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
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
稳定。

杨蓉建议，把党建引领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的经验做法上
升为法律，明确各级各部门和
各社会治理主体在社区发展治
理中的定位职责，为城乡治理
提供法治保障，有助于深化社
区发展治理实践，提高城乡社
区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基层治
理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系统化
的轨道。

调研中，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荣华居民
区党总支第一书记盛弘发现，
居民“家门口”的生活圈还有提
升空间，有些社区便民场所分
布较为分散，让居民感觉不够
方便。

“希望探索多元化运营模
式，吸引更多人才加入社区工
作队伍，推进家门口一站式整
体服务，增强服务效能。”盛弘
说。（中国城市报记者叶中华、
郑新钰参与采写）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奋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充分挖掘城市碎片空间，改造拆迁腾退地、闲置土地、道路节

点、街头转角和现有绿地，构建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15分钟城市休闲生活圈，让人民群众

实现“推窗见景、开门见绿、移步入园”的生活愿景，可以更便捷、更舒适地享受绿色空间，不断

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