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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明

每一座城市和地区的具体
形象，都是国家整体形象的重
要组成部分，都在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和展示国家形象中承担
着重要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
根本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
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
民赖以生存的载体——城市，
其设计、建设、管理都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
美丽宜居之城，让人“诗意地栖
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树立人民视角，一切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
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美学

城市美学以城市美和城市
审美关系为对象，既研究城市
环境美的建设，又研究城市居
民心灵美的培育。城市美学包
括的范围很广，如环境之美、建
筑之美、结构之美、错落之美、
韧性之美，生态之美、文明之
美、秩序之美、关系之美等。城
市美学在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古
以来，城市美观问题无论在国
内国外，一直都是城市建设者
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但无论
是中国传统城市美学，还是西
方古典至现代、后现代以来的
城市美学追求，都更侧重关注
外在的美化形式，注重对政治、
秩序的服从和对外在美观的追
求，缺少对人的需求、对城市生
活和社会性审美关系的关注。

“粗放式”造城模式的大规模推
进，导致城市空间品质问题越
来越凸显。比如，城市环境设
计不符合大众审美，统一招牌
缺乏和谐感，城市家具不够便
捷友好等。这些所谓的“美化”
不但没有达到“美”的目的，反
而使城市失去了原有个性，变
得千城一面，缺乏精气神。

现代城市美学不再是以迎
合政治、经济为美学目标，而是
更注重以人为本的城市美学觉
醒。通过城市空间环境美化和
城市社会美化，不仅能促进人
类社会理想环境的实现，有利
于居民生产生活等需求，还能
培育城市美的精神内核，给人
以美的享受。

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是城市
的创造者、参与者，也是城市美
学的欣赏者和体验者。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城市美学实践要以
人民视角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
点，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要充分尊重人民
的城市美学主体地位，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符合群众大众审
美，将城市打造成人民群众高
质量生活空间。

从城市美学到美学城市

城市美学的核心意义和价
值是通过营造有美学、有善意
的生活方式，来建立拥有良好
人居环境的美学城市，使城市
更加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生
态、文化等各方面需求。因此，
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美学
思想引入城市建设、更新、治理
过程中，让城市成为百姓宜业
宜居的乐园。

建设美学城市要树立正确
城市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
美学原则。城市的核心是人，
人始终在城市中居于主体地
位。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初
心。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营造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的城市治理逻辑和城市美学原
则。在城市“硬件”配置上，要
充分结合群众需求，进行城市
体检、社区诊断、街区整理，实
现有机更新，将城市各类配置
无微不至地触及到群众的每一
种需要。在城市“软件”布局
上，要创造一个以人为本的良
好城市氛围，将蕴藏在民间和
社会中的活力释放出来，让人
们在城市中有归属感。要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积极植入时
尚、艺术和科技元素，打造智慧
城市、时尚城市、浪漫城市，让
城市有人情味、有烟火气，成为
人们向往的地方。

建设美学城市应该实现
颜值与内涵齐飞，做到“有里
有面”。城市的风貌、风格、风
情都很重要，美学城市不但要
有品质，更要有品味、品格。
颜值，是城市形象的直观展
现，比如色彩之美、建筑之美、
环境之美、生态之美，要给人
以美的享受。内涵，是城市精
神的传承发展，比如人文之
美、精神之美、文明之美。只
有既注重面子，又注重里子，
才能成为有生命力和吸引力
的美学城市。

建设美学城市要充分扩大
群众参与度，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人民让城市更有底气、更
有温度、更有活力。如何演奏
好新时代城市之美的乐章，不
仅需要城市的管理者从规建管
等多方面进行创新创造，也需
要全体居民的共建共治共享。

一方面，要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建设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模
式，打造城市治理共同体、同心
圆；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城
市生态，增强城市交往功能，推
动城市治理从空间治理到关系
治理的升级，打造熟人社会，实
现社会自治。

建设美学城市要从本土文
化中挖掘美学特质，展示国家
形象美学窗口。城市美学肩负
着打造城市形象的重任，在国
家形象构建中起到建设性作
用。城市形象深植于本土历史
文化之中，又通过城市现代化
发展赋予生命力。我们要打造
的美学城市，应该立足本地实
际，充分挖掘地域独有的美学
基因，释放独有的美学特质。
一方面，要挖掘本土历史文化
资源，展示城市的“根”与“魂”，
凸显城市的文化底蕴；另一方
面，要引入科技、时尚等现代元
素，展现现代城市的高品质和
城市发展的竞争力，凸显城市
的发展活力。

北京昌平美学城市
实践与成效

北京市昌平区历史悠久、
文脉深远，居庸关长城、明十三
陵等世界文化遗产坐落于此，
北京“三条文化带”汇聚于此，
自古享有“京师之枕”的美誉，
还聚集有未来科学城、超大型
社区、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是
历史人文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
的魅力之城，具有独特美学基
因和美学元素。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昌平区立足城
市由增量发展进入到存量更新
阶段，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
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
美学，让城市由内到外、由表及
里、向美而行，不断增强居民获
得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努力打
造新时代百姓宜居宜业宜乐宜
游的“美学之城”。

以人为本，“软件”“硬件”
结合，提升城市的功能和活
力。昌平区在推进城市更新
过程中，合理配置城市“硬
件”，始终遵循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比如，在改造城南街道
昌盛园老旧小区过程中，事前
充分发挥“社区党委—网格党
支部—院落党小组—楼栋党
员骨干”组织体系作用，凝聚
居民对社区更新的共识；坚持

“全龄友好、幸福共享”原则，
将专业设计与居民点单相结
合，通过座谈会、共商共治墙、
上门入户等方式征集居民意
见，并融入设计方案；重组小
区内交通流线，建设环形健身
跑道，串联童心苑、健康站、昌
盛议事厅等适配不同人群的

服务设施，形成轴、带、块、环、
点协调统一的系统性设计。合
理布局城市“软件”，通过盘活
城市公共空间，打造网红打卡
地标，营造人情味、有烟火气的
城市氛围。比如，新建的天通
苑文化艺术中心和回龙观文化
艺术中心，融合图书馆、自习
室、书店、咖啡厅、电影院、剧
场、体育健身广场等多种功能，
有效织补了回龙观、天通苑公
共服务设施缺口，为回天群众
提供读书、健身、休闲、娱乐的
综合场所。

双向发力，“里子”“面
子”兼顾，提升城市的颜值与
内涵。在提升城市颜值方
面，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至关
重要的位置，扎实推动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建成全市首个

“碳中和”主题公园，全区森林
覆盖率达到 48.68%，42 公里
绿道慢行系统全线贯通，绿色
成为昌平最靓丽的底色。在
保护生态底色的同时，充分挖
掘乡村文化资源特色，大力推
进文旅农融合发展，打造了

“小汤山温泉古镇”“崔村苹果
小镇”“下苑艺术村”等一批特
色网红乡村，优化“爱上昌平·
骑妙之旅”主题骑行线路产
品，培育“银山宿集”等精品民
宿和北京农业嘉年华亲子主
题乐园，辐射带动全域乡村休
闲游，营造乡村文旅消费新场
景，让更多市民感受昌平生态
美、乡村美。在培育城市内涵
方面，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全面提速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坚持利民惠民，注
重日常平常，把创建工作深
度嵌入基层治理，推动“五大
创建”提质增效。以文化人、
以美育人，发挥榜样带头作
用，做优“昌平榜样”品牌，开
展“快干之星”“通办榜样”选
树推广，加强文明理念培育
和公共文明引导，推进志愿
服务、诚信建设、网络文明建
设，不断巩固积极健康、向上
向善的社会风尚，使城市真
正成为市民情感归属和精神
寄寓的美好家园。

多元参与，共治自治结合，
提升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推进城市治理实践中，创新
社会共治。比如，在开展回龙
观、天通苑专项治理行动中，坚
持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协同联
动，共治共享，不断深化“回天
有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探索
出“五方共建”“霍营管家”等共
治模式，打造了“政民议事厅”

“回家议事”等社区治理品牌，
形成了政府管理、多方参与、众
手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
局。在深化城市交往功能中，
助推社会自治。盘活城市公共

空间，打造城市会客厅，打破居
民与社区、居民与居民的社交
壁垒，巧妙架起居民互联、互
助、互融、互让的桥梁，营造多
元交流互动生态，以人情味“零
距离”助推社会自治。比如，对
玉光寺古建筑场地进行活化利
用，打造“寺锦”回龙观城市会
客厅，精准对接辖区高学历、高
品位、年轻化居民文化需求，发
起“新友邻计划”，举办亲子露
营、露天音乐会、一米菜园、古
建筑写生等活动，在让居民收
获满足愉悦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增进邻里关系。并在此基础
上，发挥寺锦城市会客厅协商
议事平台作用，通过陌生人茶
话会、盲盒饭局、社区邻里节等

“断网式”交流活动，让周边居
民在寺锦这个“闹中取静”的空
间里汇聚民智、理性沟通、解决
烦心事，推进社会自治。

立足实际，凸显“历史美”
和“未来美”，积极展示城市形
象和城市品牌。持续挖掘昌
平区独有美学基因，逐步破解
昌平美学密码，不断提升昌平
显示度、知名度、辨识度和美
誉度。一方面，突出“历史
美”。统筹抓好“三条文化带”
昌平段保护发展，大运河源头
遗址公园一期开门迎客，居庸
关长城博物馆建成开馆，成功
承办北京长城文化节，打造明
文化论坛、居庸山月等品牌文
化活动。另一方面，突出“未
来美”。汇聚时尚、科技、体
育、艺术等美学要素，对外展
示“在昌平、向未来”的活力发
展之城。举办居庸关长城时
尚大典、卡地亚高级珠宝晚
宴，明十三陵古建音乐会等系
列活动，让历史与时尚碰撞出
彩；举办环西自行车中国挑战
赛、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
节，打造“北京骑行第一区”，
展示昌平城市年轻活力；发展
新动能，推进未来科学城“两
谷一园”、清华南口国重基地、
小米智慧产业园建设落地，培
育“美丽经济”百亿元新增长
点，加快未来美城建设。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
之本也”。打造美学城市，要始
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美
学逻辑，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充分发掘城市美学元
素，激发城市美学潜质，建设人
民满意、美丽宜居的现代化新
城。下一步，昌平区将持续完
善美学城市构建体系，举办美
学城市论坛，发布系列建设计
划，结合全市发展大局，讲好昌
平美学故事，为塑造积极的首
都城市形象乃至国家形象添砖
加瓦，贡献昌平力量。（作者系
北京市昌平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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