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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解读

今日关注
城市生活

新闻分析新闻分析

新华时评

时隔37年，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再度召开。在这个时间跨
度中，中国城市发展波澜壮阔。

如今，城镇化率已过半、城
镇常住人口已达到7.5亿，城市
发展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火车头”。为城市的“成长坐
标”谋划，勾勒出一幅城市未来
发展蓝图已是必须。

人民城市为人民
城市为何而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会议给出了答案。

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一切核心
是人，是“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
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
石楠说，过去曾认为高楼大厦就
是城市现代化，在苦心打造城市
时，只学到了国外城市发展的表
象，而人的需求才是城市建设的
归结点。

当然，城市发展是政府、社
会、市民共同推动的过程。会议
中还称，“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
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
参与城市建设、管理”。

会议从“统筹空间、规模、产

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
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
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
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
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系统清
晰阐释了城市未来建设“以人为
本”的思路。

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
市

什么样的城市美？是高楼
大厦林立，还是怪建筑丛生？

“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
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
会议中明确，要大力开展生态修
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

“城市已经成为人类活动对
自然干扰强度最大的区域，实现

绿色发展的关键就在城市。”中
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樊杰说。

当然，建设绿色城市，环保
节能不可或缺。会议称，城市交
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垃
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都按照绿色
循环低碳的理念进行规划建设。

“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
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
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会议称。

留住城市“基因”
一座城市，应该有自己的过

去、现在、未来。城市“失忆”就
会千城一面。

会议多次阐释了城市文化：
“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
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
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
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
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
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城市宜居在高层次上表现
为城市文化。”樊杰说，文化包括
城市历史、品质、风貌、内涵，个
人能够感受到的民风、公德、秩
序等，只有拥有文化的城市，才
是活生生令人热爱的宜居之城。

给城市“减肥”
高速的经济发展，快速的城

镇化步伐，让一些城市陷入盲目
无序的扩张，在虚胖中逐渐丧失
活力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会议中提出，要树立“精明
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
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
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
变。

要为城市划“界限”，会议提
出，要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划定
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
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
线、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
线，防止“摊大饼”式扩张。

一座城市“要强化尊重自
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
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模的
基本依据”。

城市每个角落都应是安全
的

“头上没抛落物，脚下井有
盖，行路起居不用提心吊胆。”有
中学生曾经这样寄望自己生活的
城市。近日发生的深圳滑坡灾害
也再次为城市安全敲响警钟。

“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
住安全关、质量关，并把安全工
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
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会议描摹
了现代化宜居城市的方方面面，
而这方方面面的基石就是安全。

城市不安全，就等于“0”。
方方面面的工作，只要被这个

“不安全”一乘，结果都要归零。
新形势下，城市安全怎样才

能做好？会议给出方向：“不断
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
粗放型管理方式”“政府要创新

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
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城市精细化管理，最基本的
就是细致入微的安全管理。马
桶边放一把手电筒，高楼间留一
片避灾场——都离不开一批城
市管理真正的行家里手。“外行
领导内行”“规划服从项目”，这
些思维和方式，必须从我们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里驱逐出去。

敞开城市宽阔的胸怀
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 45％左
右，这意味着年均1600多万人
从农村走向城市，这是世界上最
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

“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
市聚集、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
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人口
和用地要匹配”，城市发展中人
口和用地的不匹配，也就是人们
经常说的“只要农地，不要农民”
的问题。

会议中明确，“推进城镇化
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
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
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加强
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
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
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
等领域配套改革”……

因为，对敞开的城市胸怀，
不存在“农民工、外地人”的无形
壁垒；对敞开的城市胸怀，更不
应存在“富人区”“贫民区”的社
会鸿沟。

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
内容，国务院公布的《居住证
暂行条例》，展现出一幅以常
住人口全覆盖、公共服务均等
化为目标的改革“路线图”。
一纸居住证，承载着对社会公
平正义的民意期待，含金量十
足。

长期以来，城市外来人口
时常面临“异乡人”的尴尬，摆
脱“编外市民”身份、享受“同城
同权”，成为他们的强烈诉求。
《居住证暂行条例》的出台，正
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

事实上，先于国家层面的
制度安排，一些城市早就开始

探索实行居住证制度。从实践
来看，少数城市的居住证还存
在一些隐性准入“门槛”，让不
少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即”；有
的城市居住证持有人还面临权
益“门槛”，能享受到的公共服
务有限；还有的城市通过积分
等方式落户的通道不畅，与公
众期待差距明显。

一张小小的居住证，涉及
医保、生育服务、子女教育、住
房公积金等种种现实利益。制
度“含金量”足，落实起来不
易。此次国家版的规定为居住
证在全国推广明确了方向，能
否尽快全面实施，关键还要看

地方的执行力。特别是面对利
益藩篱，有无勇气和智慧破除

“中梗阻”，不断做大公共服务
的蛋糕，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
人口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改革非朝夕之功。打破户
籍制度的坚冰，推动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实现常住人口“全
覆盖”，是居住证制度稳步推进
的方向。实现改革目标，既需
要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又需要
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让百
姓少一些“漂泊异乡客”的喟
叹，多一些“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获得感”，居住证的“含金
量”方能真正凸显。

勿让隐性“门槛”削减居住证“含金量”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白阳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
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
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
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这一要求顺应城市发展规
律，明确支持市民参与城市发展，对于完善城市治理体
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意义重大。

城市发展需要积淀，绝非人为设定目标就能速成。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盲目追求短期效益，违背
城市发展规律，“长官意志”挂帅，把“以人为核心”变成
了“以个别人为决策核心”，将民意束之高阁或当成可有
可无的“花瓶”，“拍脑门”决策、“拍屁股”走人现象时有
发生。一些城市主政者的“大手笔”变成“大败笔”，有的
项目还滋生腐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群众对此反
映强烈。

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面广，涉
及利益多元，稍有不慎，就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做好城
市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现阶段，尤其
需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
发展的积极性，尽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行
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
发力。

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政府持续不懈的努力，更需
要社会和市民的广泛参与。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发
展必须符合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限行、限购等城市发
展的重大决策，关乎市民切身利益，应该充分尊重民意、
用好民智。越是关乎城市发展的重大民生决策，政府部
门越是需要遵循程序正义和法治精神，依法行政民主决
策，积极创造条件让市民和全社会为城市建设和治理贡
献力量。

城市发展要尊重民意用好民智
■新华社记者 张建 姜伟超

明 天 ，我 们 将 生 活 在 怎 样 的 城 市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王立彬 韩洁 仲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