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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

什区中轴线是文化艺术区，

南部是水景夜色区，西部是

健康养生区，北部是民俗风

情区，东部是运动休闲区，

独特的功能设计使其成为健

康生活的新引擎。

围绕“景城一体”的发

展理念，康巴什区积极探索

以“景城规划一体、景城管

理一体、景城服务一体”

为特征的全域旅游发展

之路。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探索全域旅游——

景城一体 活力绽放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温 雅

深圳福田区推街道大部制 3.0 版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通讯员 邹 慧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建城10多年、人口10多万，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舒朗大气，绿色宜居。作
为以城市景观为载体的国家AAAA级旅游
景区，这里常有游客举着自拍杆直播：“康
巴什，在蒙语里意为老师，当地人自豪地称
康巴什区是健康城市建设方面的老师。”

建设花园城市

入秋时节的康巴什区，300米一处绿
地，500米一个公园，出门见景，步移景
换。在婚礼文化园，超大型的牡丹林吸引了
游客的目光；乌兰木伦湖区，209米高的喷
泉白雾宛如蓝天下的白云；艺术公园里，一
处处雕塑展现着世界各地的文化……

今年63岁的赵建清，退休后来到康巴
什区居住。在他眼中，康巴什这座城市，山
虽不高但秀丽，水虽不深但清澈，充满了大
自然的气息，宁静而祥和。

在规划建设之初，康巴什区就树立了
“景城一体”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以“景
城规划一体、景城管理一体、景城服务一
体”为特征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

“只有加强精细化治理，才能提升城市
的品质。”康巴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冬介
绍，为塑造城市环境，去年实施了郁金香花
田建设等38项园林工程，完成城市外围植
树造林6500亩。

不走“千城一面”的老路，康巴什区
明确提出“唯一性”“民族性”“时代性”
的规划理念完善城市架构，聘请国内外知
名设计团队编制城市规划达160多项，突
出低层、低密度、低容积率、高绿化率
特色。

近年来，康巴什区持续推进园林绿化、
改造、提升，在苗木引进中不求名贵、但求
适合，全区129个树种中本土品种达到105
个。如今，康巴什区森林面积达到1.15万
公顷，生态水体面积达600公顷，城市绿地
面积达6157公顷，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
率分别达到33%和80%，年均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300天以上，规划建设各类主题公园
广场31处。如果说，康巴什区早年是把花
园建在城市里，如今已经把城市建在花
园里。

享受多彩生活

康巴什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宜融则
融、能融尽融，已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诗
和远方”。

每天天蒙蒙亮，“银发学生”背着书

包有说有笑地走进鄂尔多斯老年大学。舞
蹈班里，走步、转身、亮相，身着旗袍的
模特队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歌咏班里，
老人们一遍一遍演唱红歌；读书班里，国
学经典诵读朗朗上口。“退休以后只能逛
公园、带孙子的观念早就过时啦，在康巴
什的老年人中流行着一句话，‘背上书包
上学去’。”舞蹈班的学员那木拉老人开心
地说。

近年来，康巴什区文旅活力不断释
放。仅去年一年，就推出了精品文艺展演
主题晚会、鄂尔多斯牡丹文化旅游节、全
市职工广场文艺汇演、热气球节、草原丝
路文化旅游节、大型无人机焰火表演、苏
绣艺术展、第四届鄂尔多斯诗歌那达慕等
各类特色文旅活动200余场次，累计现场
观众参与人数达40万人次。为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康巴什区持续开展基层文艺辅

导，全年开展各类群众文艺培训 300 余
次，辅导编排舞蹈《五星红旗》等群众文
艺节目30余件，收集整理本地原创歌曲5
首，原创文艺作品脚本5个。

为年轻的城市活化凝固的遗产，成为
康巴什区“商、养、学、闲、情、奇”的
新抓手。一年来，康巴什区依托国际博物
馆日和文化遗产日，开展文化遗产进社区
活动。引进北京奥秘之家投资100万元，
打造全国首创“帝国宝藏”真人景区沉浸
式体验产品。

在康巴什区，中轴线是文化艺术区，南
部是水景夜色区，西部是健康养生区，北部
是民俗风情区，东部是运动休闲区，独特的
功能设计使其成为健康生活的新引擎。

优化健康服务

“我们在为本地居民服务的同时，将大
力发展面向国内国际的旅居养老。”康巴什
区仕博国际健康城董事长刘耀伟说。

85岁的王喜老人入住仕博国际健康城
养老院近一年了。他告诉记者，来养老院
之前，他一个人生活，年纪大了行动不
便，一日三餐无人照料，现在养老院已经
成为他第二个“家”。每天上午，仕博国际
健康城怡心苑内喜气洋洋，一片欢声笑
语。王喜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悠闲地坐在
沙发上，吃着水果和甜点，一边和新结识
的伙伴们开心地交谈，一边欣赏着邻居们
编排的节目。

仕博国际健康城是康巴什优化健康服务
的一个缩影。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仕
博健康颐养中心拥有床位120张，设有中医
院、口腔医院、体检中心、健康管理中心，
配备健康膳食餐厅、老年大学、健身室、棋
牌室、多功能活动室、旅行社，集医疗、康
养和旅游于一体。

目前，康巴什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27所，开放床位960张，构建起以
市直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为龙头、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为网底、民营医疗机构为补充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成“15分钟医疗卫
生服务圈”。

近年来，康巴什区建成投用市级医养
结合试点2处、老年专科医院1所、设有
老年医学科的公立医院3所，在建有综合
福利中心、托养中心。在此基础上，着力
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的医养服务体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或社会医疗机构注重加强“日间照
料”中心建设，为社区老人提供服务。

如今，康巴什区已形成了“医中有养”
“养中有医”“医疗联合”“养医签约”“上门
巡诊”五种医养结合模式，初步实现医、
养、康、护有效衔接。

“康巴什区的旅游收入占比很大，老龄
化人口占比很小，这就决定了康巴什要面向
全国开展健康服务。”康巴什区副区长刘淳
芳说，康巴什区交通便利，空气清新，尤其
是夏季格外凉爽，正适合旅居式养老、候鸟
式养老。

城市管理工作与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联系极为密切，城市
管理部门要从“为民、便民、
利民”的维度出发，通过不断
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市民创造
一个出行安全便利和居住舒适
的生活环境，实现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

以实干之心厚植为民理
念。城市管理就是要把管理和
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从抓服务
入手，把服务为民作为管理城
市的纽带和桥梁贯穿管理全过
程，不断密切管理人与人民群
众的关系。为民，就是要本着
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宗
旨，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
民群众之所急，及时解决群众
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群
众来访反映的问题要限时办
理、跟踪问效、按时反馈。尤
其像供热、供水、供气等涉及
民生的城管工作，与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更要厚植为民理
念，以实干之心做好服务。在
供热工作中，石家庄市城管局
建成了全国首家供热采暖智能
化管理系统，通过“智慧供
暖”平台，实现了供热运行监
测、能源使用监测、用户服务
监督、应急保障一体化，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以绣花之功深耕便民之
举。城市管理的标准和方法举措要精细化，要方便市民生
活。通过城市管理目标量化、管理标准细化、职责分工明
晰化等，形成精细的城市管理模式，让市民生活越来越便
利。为及时发现城市管理中的问题，石家庄通过划分网
格、市容监督员巡查，将市容考评逐步升级精细到“每一
角落”。

以群众之智共享利民之效。城市发展需要政府有形之
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城市管理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市民生活得更舒适。加强城市管理就要
尊重市民对城市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通过各
种方式鼓励市民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
共管、共建共享。因此，特别强调在为民、便民基础上的
精细化管理，强化社会化导向，倡导公众参与，发挥市民
群众的集体智慧。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探索开展“走进城
管”活动，把城市管理中涉及市容整治、执法、市政、环
卫、供热、供水、供气等多项工作摆到市民面前，通过亲
身体验、实地观看、面对面交流、问计问策等形式，让市
民对城管工作由不了解逐步转变为关心理解，由抗拒逐步
转变为支持参与。

一座城市的建设、发展与治理水平，关乎市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城市管理就是要将服务为民的理念
更多地融入政策制定、规划建设、管理执法等各个环节
中，充分体现服务理念，更多地站在市民角度去谋划和推
进工作，让城市更宜居、让人民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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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离基层最近，是基层治理的核
心。”深圳市福田区委书记郑红波表示，深
化街道体制改革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一项
重要举措。福田区街道体制改革以放权赋能
为重点，健全街道党工委统一领导机制，优
化机构设置，增强街道力量，激发基层
活力。

今年以来，福田区在 2016 年“智慧
332”街道大部制改革、2018年“党建+”
街道大部制2.0改革的基础上，深入推进街
道大部制3.0改革，进一步深化多领域协同
治理，提升基层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将
区域全要素转化为全域综合治理能力，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探索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基层
治理的新模式。

服务更加精准高效

近年来，福田区在街道体制改革方面一
直走在深圳各区前列。此次改革更是紧扣新
时代新任务，从区街战略定位出发，形成自
己的亮点特色，着力打造民生幸福标杆区、
基层治理先行示范区。

为推动先行示范区各项任务落细落
实，福田区创造性地在街道“抓党建、抓
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中增加先行示
范的履职水准和业绩要求，压实街道
责任。

对标民生幸福标杆战略定位，福田区在

街道职责中明确助力实现老有颐养、弱有众
扶，协助建设普惠型、高质量、可持续的城
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民生幸福的标杆
城区；对标可持续发展先锋战略定位，明确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引导辖区居民绿色生活
方式，打造辖区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

福田区进一步优化街道社区体制和工作
机制，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
充分发挥社区党委核心引领作用，强化社区
居委会自治作用，建设党群共建共治共享平
台；优化政务服务窗口运行模式，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进网上服务站点
全覆盖。实现政务服务从脚板办理到指尖办
理的革新，促进民生服务更加精准高效，推
进基层治理集约化、扁平化、精细化，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合理有序放权赋能

“谁靠得越近、谁处置越有效，事权
下放坚持实际需要、能放则放”，是福

田区本轮街道大部制 3.0 改革的核心理
念。福田区在充分调研、深入分析和考
虑街道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新增街道城
市建设、企业服务等职能，并集中将区
级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公
共服务等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充分下放
街道。

同时，福田区厘清街道与市级职能
部门派出机构、区职能部门以及居委会、
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之间的职责边界，制定
街道权责清单，做到“清单之外无事
项”。完善交办街道事项准入机制，交办
事项须明确责任边界、完成时限、保障
措施。

本轮改革中，福田区推行扁平化管
理，综合性机构主要负责人原则上由街道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兼任，缩短决策指挥链
条，提高街道工作效率；赋予街道更加灵
活的用人自主权，允许街道动态调配各类
编制资源和工作力量，科学规划各种进人
方式的规模和比例，丰富街道人员构成，
提升人员素质，解决基层一线有责无权、

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是福田区本轮街道大
部制3.0改革的一大亮点。福田区各街道通
过建立综合治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委员会、
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等工作平台，健全街道
党工委统一领导机制。

围绕重点难点，建立呼叫响应机制。
针对综合执法、重点工作、应急处置等基
层治理重点领域，福田区通过科技支撑线
上平台实现即时反馈需求、精准认领服务
和供需匹配对接，构建“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治理工作闭环，使服务更加多元、
个性、精准。围绕市民关注的民生事项，
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制定

“市民呼叫、街社响应”事项清单，分类明
确街道响应主体，建立电话、APP等呼叫
渠道。

加强智能应用，建立共治共享机制。福
田区创新民意响应方式手段，建设党群共建
共治共享平台，建立一体化的综合指挥平台
和党群政务服务平台，加强智能应用，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数据支撑的体系化能力。通过
充分发挥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等作
用，丰富居民议事会等形式，福田区进一步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
会治理体系。

河北唐山：

慢行绿色景观通道绕城

康巴什城区景城一体，绿色宜居。 （资料图片）

日前，河北省唐山市超级绿道项目——城市慢行绿色
景观通道正式启用。据介绍，整个绿道全长10.5公里，以高
架桥梁贯穿唐山东湖花海、陡河、抗震纪念碑广场、南湖等
多处景点和城市公园绿地，是融生态修复、休闲运动、文化
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城市慢行绿色景观通道。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市民从唐山市城市慢行绿色景观通道凤凰山公园段通过。

唐山市城市慢行绿色景观通道大城山公园段景色。

今年以来，深圳福田区深化多领域协同治理，提升基层现代化治理能力

和水平，将区域全要素转化为全域综合治理能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

治理新格局，探索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基层治理的新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