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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城市周刊》 诞生于这个在

城市发展过程中注定不平凡的一年。2015

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 37 年重新

召开，站在经济发展的全局，从历史和时

代发展的高度，为城市发展点题、布局，

自 2016 年始，我国的城市注定将迎来新

的发展阶段。

在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5%的

今天，城市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国人安身

立命的家园。可是这个“家园”在带来更

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

题。深圳滑坡事故带来的警示尚在耳边，

华北数千万居民仍坐困“霾城”⋯⋯这一

切都在提醒我们永不能止步。

此时，我们创设 《城市周刊》，是因

为城市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其面临的严峻

挑战。在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后，城市已经成

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

活动的中心，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

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引擎。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发展与人民休戚

相关，太多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系于

一“城”。曾几何时，我们艳羡国外的城

市高楼林立、流光溢彩，而如今，我们的

城市长大了、长高了，却生病了，让已经

把城市当作家园的人们，充满着太多的无

奈和纠结。

改变的时刻到了。我们将见证城市发

展新时期的每一次变革，见证有中国特色

城市发展道路的形成。

我们将见证城市走向统筹发展。目前

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往往牵一发动全

身，很难再适用以往有效的局部定点突破

的解决方式。因此需要转变观念、统筹协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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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全局

性、系统性、持续性、宜居性和积极性。

我们将见证城市群的崛起。城市间将

不再是零和博弈，将从竞争走向竞合。以

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

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逐步

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

格局。

我们将见证城市管理的质变。从有没

有、够不够，到好不好、优不优，告别

“摊大饼”式扩张，谨守城市开发红线，

科学系统规划、精细化管理、集约发展、

有效化解城市病。

希望在未来的城市中，大家可以随时

仰望蓝天，尽情呼吸；可以顺畅出行，不

再堵得心塞；可以生活得更放心、舒心，

阖家平安；人与人可以和谐共处，在城市

中寻找到归属感，找到家的感觉。

请和我们一起关注，请与我们共同

努力，共筑美好的城市家园。

共 筑 城 市 家 园
—— 致 读 者

城市是我们的家园，是市民安居乐业
的依靠。无论是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大都
市，还是闲适安逸的中小城市，你还怀有哪
些期待？时隔 37 年之后，2015 年底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召开，中央将城市工作
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
3000 余字的会议新闻稿中，10 多次提到
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等词汇。

“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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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城市生活会有怎样的改观？
你的期待能够在这份关于城市的纲领性文
件中找到答案吗？

生活将更加自然和谐

你对城市生活的期待是什么？不同的
人给出不同的回答：年轻妈妈最希望雾霾
赶快散去，让孩子在清新的空气中健康成
长；住在郊区的上班族，每天长途跋涉去上
班，坐地铁拥挤，开车常堵在路上，希望交
通更加便利；注重养生的阿姨希望水质更
好 ，喜 欢 散 步 的 老 大 爷 希 望 城 市 更

“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

认为，人们的这些期待其实都与日益凸显
的城市病有关。对于改变这样的现状，中
央城市工作会议已经开出“药方”，会议提
出，要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建设和
谐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李迅举例说，雾霾就是城市发展给环
境造成的负担超越了其所能承受的规模和
强度，超越了城市自净能力的体现。对此，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限定容量”，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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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对已经从大城市波及到中小
城市的“交通拥堵病”，会议提出坚持集约
发展，树立“精明城市”和“紧凑城市”理
念。城市中“钟摆式”人流十分普遍，早晚
上下班形成了进城和返程的高峰，给局部
交通带来很大压力。在李迅看来，“精明城
市”和“紧凑城市”要求更加重视城市规划
的科学性和坚持城市的集约发展，工作地
点和生活地点相距较近，而且居住不过度
集中，这样会大大减少路面交通的压力。

未来，城市建设将以自然为美，生态修
复也将逐步展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美丽家园将呈现眼前。城市交通、能
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
施，也将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进行规
划建设。

治理上欢迎你的参与

提起“城管”，你会想到什么？与小商

小贩捉迷藏，没收他们的货摊，与他们频起
冲突⋯⋯“城管”虽为城市管理的执行者、
城市正常运行的维护者，但他们在老百姓
心中的形象并不怎么“光辉”。完善城市治
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是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提出的城市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其中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
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
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
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2015年 12月 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
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李迅说，这
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作出
专项部署。粗放型管理方式是造成“城管”
和市民矛盾的主因，这样的管理方式必须
赶快终结，服务思维应该渗透到城市管理
者的工作中。

互联网时代，参与城市管理不是什么
难事，苏州一名叫“东西南北中”的网友每
当发现城市中的问题，比如哪里有暴露垃
圾了，哪里有违规占道经营了，他都会拍照
片上传到苏州市容市政管理局的手机客户
端，他没想到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改善，并
有整改结果反馈到他手机上。这位热心市
民更加热心了，曾在 3 个月反映了近 1200
条问题。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多次提到提高市民
对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参与程度。要求

“规划编制要接地气，可邀请被规划企事业
单位、建设方、管理方参与其中，还应该邀
请市民共同参与”。还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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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告别“千城一面”

来到山西平遥，人们一定会选择去看
看平遥古城，因为它是传承山西传统历史
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城市，会因为其悠久
历史文化形成的深厚底蕴卓尔不群。中国
建筑学会秘书长徐宗威不无担忧地说，城
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高楼大厦拔
地而起，水泥森林密密麻麻。很多城市的
面貌几乎区别不大，“千城一面”的现象十
分普遍。城市的历史文化在遭到破坏，老
百 姓 过 去 喜 闻 乐 见 的 城 市 风 俗 也 逐 步
减少。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留住城市
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

“基因”。还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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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宗威说，在城市发展中，建筑和城市

都应该与自然越来越近，与生活越来越近，
与民族文化越来越近，与传统文化越来越
近。只有这样的城市，才是有独特精神的
城市，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城市。

另外，不仅城市面貌不能千篇一律，城
市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千篇一律。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提出，各城市要结合资源禀赋和
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强化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
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
格局。李迅说，城市在精准定位发展方向
的同时，仍要将城市发展与区域发展相
协同。

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
期，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将给我们的国
家、城市带来巨大变化。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人民城市为人民，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
人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在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城市病
进入高发高危期的特殊历史时期，继中央
城镇化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具有
里程碑的重要会议。”在中国科学院地理资
源所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看来，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已经为未来的城市规划
与建设梳理出明确的思路。

遵循一个规律。将城市看作一个自然
有机体，其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
和自然生长过程，在每一个特定阶段的城
市发展，都需要与特定阶段的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相适应，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阶
段相匹配。只有遵循、顺应这些规律，才能

有效根治“城市病”，形成科学建市、科学管
市的良好局面。

抓住两个基点。围绕以人为本的新型
城镇化发展模式，把城市工作的出发点确
定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思想，不断
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城
市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
方便、更舒心和更美好。

依托三手合力。借助政府有形之手、
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
共同推动城市的精明化增长和精细化管
理。把市场培育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者，
把政府视为城市建设的管理者，把市民当
作城市发展的体验者和守护者。坚持协调

协同，最大限度地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
心同向行动，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
共享，形成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调控 5 个变量，实现 5 个统筹。在城
市集约发展中正确处理好城市发展的数量
与质量、规模与速度、快变量与慢变量之间
的辩证关系，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
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通过 5 个变量的
优化调控，确保城市发展形成适度的“体
量”，适度的“节奏”和健康的“体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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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城市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和和谐。
划出 6 条红线。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

界，划定水体保护红线、绿地系统红线、基
础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推动
城市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
建设运营模式。通过六条红线的刚性约
束，确保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建成 7 类城市。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城市发展理念，将城市建
设成为精明增长城市、创新城市、紧凑城
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和法治
城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发
展道路。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

将 城 市 看 作 自 然 有 机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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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上海市虹口区

四平街道社区内的围墙、座

椅等，经过设计师和居民的

共同创作和改建，成为市民

日常生活的共享空间。

袁 婧摄（新华社发）

下图 江西南昌地铁

1 号线首位购票市民在八

一广场站展示手中的票

牌。该线路载客运营标志

着这座中部省会城市进入

地铁时代。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围绕“人”做好城市这篇文章

未来，城市的这些变化与你有关
本报记者 亢 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