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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迎来 75 周年华诞。

75 年沧桑巨变，75 年砥砺
前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
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城市规模
不断扩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城市更加宜
业宜居。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新型城镇
化开启了实践新篇章，城市群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扎实推进，城市
对外开放站上新起点，城乡融合
发展初见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城市篇章打下坚实基础。

开启城镇化新篇章

“小小渔村面貌改，龙港换
骨又脱胎，撤镇建市大手笔，吉
日良辰揭新牌…… ”9 月 23 日
晚，浙江省龙港市市民中心剧院
内，首部讲述龙港改革故事的越
剧现代戏《龙港的春天》精彩上
演。现场座无虚席，掌声不断。

龙港号称中国“农民城 ”，
1984 年 4 月在全国率先推出户
籍管理、土地有偿使用、发展民
营经济三大变革。当年底，3 省
7 县 5000 多户农民来到龙港，申
请进城落户。

2019 年 9 月 25 日，龙港又
迎来命运转折点——撤镇设市，
实现了从中国“农民城”到全国
首个“镇改市”的历史性跨越。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龙
港采访时了解到，设市 5 年来，
龙港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以 40%
的行政资源有效承接了 100%

的行政管理职能，探索走出大部
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的综
合改革新路子。

40 年来，龙港城区面积从
5.2 平方公里扩大至 183.99 平方
公里，人口从 5000 多人扩增至
46.5 万人。目前，全市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 98.2%，已在浙江
省率先实现“全域城市化、就地
市民化”。今年上半年，龙港市
经济运行保持向上向好态势，
GDP 增长 8.0%，增速居温州第
一、全省第三。

从小渔村到农民城，从农民
城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到现代
城，龙港的蝶变是中国城镇化建
设的生动注脚。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
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1949
年末的 10.64% 提高到 2023 年
末的 66.16%，年均提高 0.75 个
百分点。

一组组数据，标注着人类历
史上少有的城镇化飞跃。

——75 年来，城镇人口加快
集聚。

1949 年 末 ，城 市 人 口 共
3949 万人，百万人口以上城市
仅 5 个。到 2023 年末，我国地级
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达到 67313
万 人 ，比 1949 年 末 增 长 了 16
倍。常住人口超过 500 万的城
市有 29 个，超过 1000 万的城市
有 11 个。

——75 年来，城市数量显著
增长。

1949 年末，全国城市共有

129 个 ，其 中 地 级 以 上 城 市 68
个，县级市 61 个，建制镇 2000
个左右。到 2023 年末，城市个
数达到 694 个，其中地级以上城
市 297 个，县级市 397 个，建制
镇 21421 个。

——75 年来，城市地域面积
不断增加。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城市
扩建和行政区划调整，城市地域
面积不断扩展。1981 年，全国
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7438 平方公
里。到 2023 年，全国城区实体
地域面积达到 62038 平方公里，
增长了 7.3 倍。

——75 年来，城市经济实力
日益增强。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经济
基础薄弱。75 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后，城市经济总量持续快速
增加。1988 年，全国城市地区
生产总值只有 7025 亿元，占全
国的一半左右。到 2023 年，仅
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
达 77 万亿元，占全国的 61.1%。

——75 年来，城市发展格局
逐步优化。

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19+2”的城市群格局
基本形成并稳步发展。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际竞争
力持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源作用日益显现。长江中游、
北部湾、关中平原等城市群稳步
推进一体化发展。

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
走完了西方国家百年的城镇化
之路，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发展
的奇迹，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步入新的历史征
程，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上，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前景更加
光明。

擘画民生福祉新图景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
本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
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关系
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人民
生活水平连续迈上新台阶。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
系列重大政策举措惠民生、纾民
困、解民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

取得新进展。
75 年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日趋完善。
28 岁的杨莉 3 年前来到河

北省石家庄市，一直和朋友合租
居住，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是杨莉的梦想。今年 6 月，杨莉
终于圆了“安居梦”，顺利入住保
障房项目和华家园小区。

“现在住的房子更大了，房
租却便宜了不少，而且离工作单
位很近，每天可以骑自行车上下
班，还节约了一笔交通费。医
院、学校、菜市场都在附近，居住
生活很便利。”杨莉欣喜地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保障性住房建设
稳步推进，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完
善，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为
推动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
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城镇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 40 平方
米；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
棚改安置住房 6400 多万套，1.5
亿多群众喜圆安居梦，低保、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
保尽保。

75 年来，城市医疗体系加快
构建。

新中国成立伊始，城市卫生
健康工作面临着医疗卫生资源
短缺、水平低下的严峻形势。经
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我国城市
建立起覆盖全部行政区域的省、
市、县三级公立医院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面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通过发展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城市卫生筹资
规模和医疗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城镇基本医保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
构建分级诊疗等基本医疗卫生
制度，持续深化医改，在解决市
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持续发
力，取得扎实成效。

历史进步的印记在回望与
比较中更加明晰。1978 年，全
国有各类医院 9293 家，医院床
位 110.0 万 张 ，卫 生 技 术 人 员
246.4 万人。到 2023 年，全国地
级以上城市医院达 20642 家，医
院床位 461.3 万张，卫生技术人
员 725.2 万人。

75 年来，城市文教事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文化
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极其短缺，文化活动匮
乏，文盲率高企且超过三分之二
为妇女，各学段在校生规模很

小，师资力量薄弱。
75 年来，我国城市文教事业

经过长时期探索，迎来改革开放
后的蓬勃发展。其中，办学质量
不断提升，教育保障体系日益完
善，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数字虽无言，数据有力量。
1978 年末，全国共有研究生在
校生 1.1 万人，普通、职业本专科
在校生 85.6 万人。到 2023 年，
地级以上城市高等教育学校在
校生达 4613 万人，其中，研究生
在校生 378 万人，普通、职业本
专科在校生 3680 万人。

悠悠万事，民生为先，百姓
至上。纵使山高路远，哪怕道阻
且长，前进的征途中，一个也不
能少。75 载芳华璀璨，城市民生
温度厚植人民幸福底色。

绘就人居环境新画卷

“以前下大雨，到处是积水。
改造完成后，有了雨水收集和储
存设施，夏天绿化用水量明显少
了，小区植被也明显多了。”66 岁
的文沁园小区居民诸葛美兰说，
她在小区住了 20 年，对小区的
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文沁园小区位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街道建设巷社区，建成于 2003
年。海绵化改造前，小区排水为
雨污合流，加上原有地下管网年
久失修等问题，每逢强降雨，地
面雨水无法及时排出，汇入小区
排水系统造成管网堵塞。

2022 年，西夏区住房城乡
建设局和交通局在文沁园小区
实施海绵城市改造试点项目，改
造内容主要包括雨污分流、透水
铺装、建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
等。改造完成后，文沁园小区蓄
水总量达到 118 立方米，并且满
足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85% 的
指标要求。

文沁园小区的改变，是城市
人居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党
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重要一环的生态文明
建设受到高度重视，绿色城市、
海绵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人
居环境更加舒适惬意。

地更绿。到 2022 年，全国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282.1
万 公 顷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43%；公 园 绿 地 面 积 86.9 万 公
顷，公园面积 67.3 万公顷，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5.3 平方米。

天更蓝。2023 年，全国重
点城市 PM2.5 的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比 10 年前下降了
54%，重污染天数下降了 83%，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连 续 4 年 达 到
86% 以上。

水更清。2023 年，全国地
表 水 水 质 优 良 断 面 比 例 达
89.4%，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
江干流连续 4 年、黄河干流连续
2 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母亲河
正逐步恢复生机活力。

澎湃城市文化新活力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申
遗成功，成为我国第 59 项世界
遗产。

北 京 中 轴 线 北 起 钟 鼓 楼 ，
南到永定门，全长 7.8 公里，涵盖
万宁桥、景山、故宫等 15 处遗产
构成要素，是世界上现存最长、
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
之一，也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
脊梁”。

过去十余年间，北京以中轴
线保护为抓手，修缮焕新古建魅
力、凸显城市空间美学、改善老
城人居环境、激活历史文化遗产
生命力，迎来古都风貌的回归与
复兴。

历史是城市的记忆，文化是
城市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文化传
承的重要性，为古城保护与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城市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取得历史
性成就，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 管 理 体 制 持 续 完 善 。
编制全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体系规划纲要，所有省份均已
启动省级规划编制，各市县严格
落实保护传承工作属地责任，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三级管理
体制逐步健全。许多历史文化
名城设置保护委员会、专家委员
会等机构。

—— 工 作 机 制 逐 步 优 化 。
城乡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长
效机制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专项评估常态化开展，研究建立
全生命周期的建筑管理制度，保
护传承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不
断增强。

—— 法 规 标 准 不 断 健 全 。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立法工作
启动并加快推进，研制修订名城
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与古老建
筑、传统村落等保护条例。出台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历史
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等政
策文件。

……
不少城市在改造老城、开发

新城过程中，坚持保护与发展并
重，在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方面，
作出了有益探索。

坚持人民至上。江苏省南
京市小西湖历史文化街区实施
小尺度、渐进式微更新改造，老
城保护和改善民生共融共促，既

保留了小西湖明清时期的建筑
风格和街巷肌理，又改善了原住
民的居住条件。

坚持守正创新。广东省广
州市在永庆坊历史文化街区改
造过程中采用模拟设计手段，在
仿真模拟环境中推敲设计方案，
同时采用前沿的历史建筑材料
病理诊断、修复与监测技术。

坚持多元参与。北京市、上
海市、成都市等地积极调动高
校、研究设计机构专家担任社区
规划师，全面提升保护修缮、活
化利用、文化展示等方面的专业
水准。

截至目前，我国有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 142 座、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 799 个、中国传统村落
8155 个，历史文化街区 1200 余
片，历史建筑 6.72 万处，一幅城
乡发展与历史文化和合共生的

“千里江山图”正在新时代的神
州大地上徐徐绘就。

开辟城市治理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内容。

每 天 约 2.4 万 吨 蔬 菜 从 新
发 地 市 场 送 达 北 京 的 千 家 万

户，900 多 万 人 次 穿 梭 于 北 京
的轨道交通，6 万多件市民诉求
直 达 北 京 市 民 热 线 服 务 中 心
……一座城市，尤其是像北京
这样的超大城市，治理起来并
不容易。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治理
工作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
分析城市发展的历史方位，结合
城市发展的新阶段、新要求，积
极探索城市治理新模式，城市治
理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
生活更宜居、更美好。

——城市治理更科学。北
京新版总体规划确定了人口总
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
边界三条红线，用减量发展倒
逼发展方式转变。得益于这一
科学规划，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
以减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超大
城市。

多 组 数 据 透 视 发 展 成 效 。
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比 2014 年
下降 15%，城乡建设用地减量
130 平方公里；利用拆违腾退空
间实施绿化超过 9200 公顷，补
建便民商业网点 7700 余个；科
技、商务、信息等高精尖产业新
设 经 营 主 体 占 比 由 2013 年 的
40.7% 上升至 2023 年的 66.1%。

——城市治理更智能。近
年来，江苏省南通市着力打造集
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
于一体的城市智能体，积极探索

“数智数治”治理模式，以数字
化推动城市治理更精准、服务
更高效。

如今，南通全市交通运行、
公共安全、环境污染等情况在一
块大屏幕上实时呈现，可实现多
源事件接报、事件全流程实时跟
踪、事件办理情况问效等。同
时，南通市建立“指挥中心+部门
进驻”协调机制，一旦出现突发
情况，指挥平台可下达指令到具
体执行部门，迅速处理。

——城市治理更精细。在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枣林西社
区，网格员通过常敲、常叩、常访
特殊群体门，对重残、独居、高
龄、特殊需求人员做到“一周一
上门”，落实网格员每日巡查制
度，对部分老人按需求制定个性
化方案，做到“一月一上门”，提
供用火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帮办
代办等服务。

为了让小网格发挥大作用，
该社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网格
治理的有效路径，科学划分 11
个网格，配备 11 名专职网格员、
55 名 兼 职 网 格 员 ，按 照“ 一 网
格、一支部”组建网格党组织，
将 12 个 党 支 部 建 在 网 格 内 ，
584 名党员嵌入楼院中，持续增
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
织功能。

一串串数据、一项项案例，
印证 75 年来城市治理服务民生
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

时 间 ，镌 刻 城 市 恢 弘 的 历
史；时间，将见证城市光明的未
来。站在新的重要时间节点，眺
望未来，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之
路正徐徐铺展开来。

2021年，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正式启动，重庆市九龙

坡区成为试点区之一，民主村社区城市更新项目是其中的重要部

分。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民主村的建筑外观、服务设施、配套功

能、商业和运营方式等焕然一新。图为民主村外建起的高楼和商

业综合体。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摄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新川村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通过开展环境整治和乡村

治理，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和居民生活品质，打造环境优美、村庄整洁、生活富裕和美乡村。图为鸟瞰长兴

县煤山镇新川村，青山与蓝天白云、河道、错落有致的民居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人民图片

时下秋高气爽，江苏省南京市的市民在九龙湖草坪上露营休闲，

怡然自得。 人民视觉

◀近年来，湖北省黄石市加速推进幸福食堂标准化建设，采取公益性和市场化运作相融合的方式，

解决高龄老人、独居残疾人等特殊住户、社区居民、务工人员用餐需求。图为黄石市下陆区石榴园社区

居民在幸福食堂排队取餐。 人民图片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郑新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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