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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深入推进，297 个地级以上城市已全面实施生

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平均覆盖率达到 82.5%，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正在

逐步形成。

□ 力争到今年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90%以

上，2025 年底前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惠 民 保 是 我 国

推动普惠保险发展

的 一 个 典 型 代 表 。

其发展依赖于持续

的动力，需要连续及

时有效的制度优化。

近日，深圳惠民保正式

上线，作为重疾险升级版，深

圳惠民保将实现四大升级。

同日，2023 年度沪惠保投保

窗 口 正 式 开 启 ，保 费 维 持

129 元/人 不 变 ，保 额 最 高

310 万元。今年以来，惠民

保持续扩容，不少地区上线

新产品。同时，大部分地区

惠民保已经走过至少一个承

保周期并进行了迭代升级。

惠民保是我国推动普惠

保险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

具有“低门槛、低保费、宽保

障、高保额”特征，在投保门

槛上设置了较低限制，对被

保险人的年龄和职业不作要

求，投保人只要参加了当地

社会医疗保险即可投保，不

保的既往疾病也相对较少，

为许多不满足百万医疗保险

和其他健康保险承保条件的

投保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健康

险选择，也填补了社会健康

保障制度的缺口。

巨大的社会需求、制度

设计中的普惠性、物美价廉

的产品共同构成了惠民保发

展的主要动力。不过，快速

发展的惠民保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部

分地方政府对惠民保产品定位不清晰，与市场配合不成

熟，其覆盖率仍不够高，有些城市尚未推出惠民保，有些

推出惠民保的城市投保率较低，保障力度不足，发展方式

较为粗放，或是产品同质化严重，利润水平低下甚至亏

损，或是存在理赔障碍，投保人获得感不足等，这些问题

的存在都对惠民保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保障惠民保健康可持续发展，首先，应把控好地方政

府的参与力度。当管则管，当放则放，既要提供有效的政

策支持，又要尊重市场竞争规律，不过度干预市场，把握

好政府和市场协调配置社会资源的度，贯彻落实“放管

服”改革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激发经

营主体的活力。

其次，激发保险公司的动力。在惠民保亏损的情况

下，一些保险公司希望通过提高保费、提升免赔额、降低

赔付率的方式来控制保险成本，这一方面会加剧健康人

群和次健康人群的退出，增加保险公司面临的逆向选择

风险，另一方面缩窄了参保人实际获得赔付的覆盖面，与

普惠保险的普惠初衷背道而驰。保险公司需要通过降低

经营成本，提高投资收益水平，做好社会大众的健康风险

管理来保证利润来源，不能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最后，提高民众参保的积极性。惠民保本质上仍然

属于保险产品，对风险的管理依赖大数法则定律，需要足

够大的风险池来分散风险，这就对参保人群的数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需要扩大宣

传、推进数据共享，加强风险管理的精准化，增强普惠保

险产品目标群体定位的精准性，进一步降低成本和费率，

以提升民众购买保险的积极性，提高参保人的数量。

总之，惠民保的发展依赖于持续的动力，需要连续及

时有效的制度优化。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山东青岛举行的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上表示，力争

到今年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

类覆盖率达到 90%以上，2025 年底前基本实现垃

圾分类全覆盖。当前各地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上进展如何？各地有哪些经验做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介

绍，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深入推进，297

个地级以上城市已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居民

小区平均覆盖率达 82.5%，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

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

达到 53 万吨，焚烧处理能力占比 77.6%，城市生

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实现较大提升。

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确定的 46 个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试点城市之一，青岛从 2017 年开始

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经过几年努力，如今青

岛全市 605 个社区、4534 个居民小区以及 1866 个

党政机关已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青岛市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

组长的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连续 5 年

将垃圾分类列入市办实事清单，形成了完善的工

作推进机制和资源要素保障体系。”青岛市副市

长解宏劲说，目前，青岛市区分类投放、分类收运

全覆盖，厨余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 22%，回收利

用率达到 38%，全域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

市民切实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新变化。

深圳市副市长黄敏介绍，深圳按照政府推

动、志愿先行、基层发动、全民参与的工作思路，

创新开展垃圾分类蒲公英计划，努力推动市民群

众养成习惯。“我们以蒲公英理念为先导，先后编

制蒲公英计划设计导则、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打造统一品牌形象，培养了蒲公英教师 2300 多

名，志愿者超过了 5 万人，助推垃圾分类文明理

念像蒲公英种子一样撒向千万家。”黄敏说。

北京发挥各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居民议

事厅作用，社区党委齐抓共管。北京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徐利介绍，北京市近 1.3 万个居住

小区、3000 余个行政村、11.7 万个垃圾分类管理

责任人和广大群众全面实施垃圾分类，家庭厨余

垃圾分出率稳定在 18%以上，可回收物规范回收

量增长近 1 倍，其他垃圾减量率超过 30%，生活垃

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8%以上。

各地在垃圾分类实施中，强化了智能化管

理。比如，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瑞源名嘉汇小区

的 24 小时垃圾投放点，垃圾分类智能机器人小

睿正在回答小区居民陈金的提问。“小睿小睿！”

“我在。”“油漆桶是什么垃圾？”“油漆桶是有害

垃圾。”

“小睿是新上岗的垃圾分类智能机器人，具

备高清监控、智能语音、行为识别等功能，是当地

首 次 在 垃 圾 桶 边 督 导 领 域 尝 试 运 用 机 器 人 技

术。”青岛西海岸新区城管局垃圾分类管理办公

室工作人员姜爱玲告诉记者。

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张桥表示，苏州市通过

搭建一体化数据库、打造智能化分析舱、形成多

视角考评图，构建了全要素智慧管理网络，将 1.5

万个投放点、8000 余辆收运车辆、所有终端处理

设施等基础信息全部纳入信息平台。通过建设

基础信息数据库，切实摸清家底，推动服务升级

和精准精细规范管理。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提质增效，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补齐

设施短板，扎实推进城市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

设，持续提升焚烧处理能力，不断优化垃圾处理

结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

宏毅说。

在工业博物馆展厅的

齿轮墙旁感受浓厚的工业

风，在艺术感浓郁的时尚原

创艺术街区体验现代生活

美学⋯⋯山东烟台黄渤海

新区亚东柒号文创园这一

兼具历史感与文艺范的新型社区商业中心，吸

引了无数市民和游客打卡。

亚东柒号文创园只是烟台首批 98 个城

市更新项目库中的一个。烟台城市更新行动

正如火如荼展开：登州古城更新、牟氏庄园改

造等 12 个重点项目在加快推进，朝阳所城历

史文化中轴复兴一期建设已完成，修缮历史

建筑 200 余栋；烟台啤酒厂、北极星钟表厂等

工业老旧厂区和闲置厂房被盘活，导入了文

创文旅、餐饮娱乐等新业态；烟台山—东炮

台—崆峒岛—马山寨—养马岛滨海黄金旅游

带改造提升，一条生态“景观廊道”逐渐成型。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烟台在城市更新中始

终坚持传承城市历史文脉。2021 年入选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后，烟台立

足自身实际，探索出一条具有烟台地域特色的

城市更新路径，集合民生福祉、文化保护、功能

提升、产业升级、绿色生态、智慧赋能六大城市

更新行动，共规划实施重大城市更新项目 98

个，总投资 2615.4 亿元。

烟台着眼新片区、新项目的同时，还注重

对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着力破解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以“铁脚板+网格化”方式，开展马

路市场整治、公厕建设管理、市区环境卫生整

治等 7 个攻坚行动。2022 年以来，烟台累计改

造老旧小区 393 个，惠及居民 7.8 万户。目前，

完成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 27 处，新建现代化

公厕 150 座，新建改扩建市政道路 91 条，333

个无物业小区实现规范化管理、业委会覆盖率

达到 80%以上，城区环境焕然一新。

烟 台 还 创 新 性 地 把 城 市 更 新 与 促 进 房

地 产 平 稳 健 康 发 展 有 机 结 合 ，制 定 出 台 了

“突破中心城区”24 条政策，建立起统一的城

市更新异地安置房源库。2022 年，烟台中心

城区安置征迁群众 2600 户，使城市更新成为

加快房地产去库存的助推器。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张帅

表示，烟台建立精准化评估、一体化规划、完备

化政策、智慧化推进四个体系，为城市更新提

供全链条保障。

红色砖墙的老厂房、高

耸斑驳的老烟囱、静默一隅

的工业设备⋯⋯在江西南

昌市大众印染总厂旧址上

改 造 而 成 的 1962 文 创 园

里，时光的沧桑让老物件显

得颇有故事感，小资文创集

市、艺术长廊、都市运动馆等营造的时尚潮流

氛围吸引着市民游客纷至沓来。

“老厂区成了网红打卡地，既保留了地域

特征，又重现了历史风貌，现在在家门口就可

以休闲娱乐了。”家住附近的居民熊小婷说。

从工业旧厂房到文创新坐标，1962 文创

园的蝶变重生是南昌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缩影。

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科科

长汪志云表示，自 2021 年成功入选全国第一

批城市更新试点以来，南昌全力推进城市更新

建设工作，聚焦存量资源提质增效，全力实施

品质彰城、宜居融城、功能优城行动，将城市更

新、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与品质再提升

“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凝聚合力。“历史的发展

为南昌遗留下很多极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的老厂区、老建筑。如何盘活利用这些存量资

源，将时代丢掉的包袱变为宝藏，是我们城市

更新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汪志云说。

南昌一方面系统梳理工业遗存、低效产

业，重塑厂房原始结构形态，引入现代设计元

素和时尚产业，推动废旧厂房建筑群实现从工

业到商业的新旧动能转换，另一方面探索历史

建筑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打造一站式满足游客

吃住游需求的万寿宫、绳金塔等历史文化街

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南昌的城市空间

布局得到优化调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

里交融。

近年来，南昌投资约 280.6 亿元，在水系环

境治理、公共设施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休闲网

络构建、综合风貌整治、美好社区创建、城市治

理创新等方面精心谋划，实施多维度专项城市

更新行动，共完成 500 余个老旧小区的小规

模、渐进式微改造，综合整治 300 余处城市内

涝积水点，建设地上立体停车场 17 处，完成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 293 台，塑造了沿赣江长达 28

公里的生态景观长廊和九龙湖、艾溪湖、瑶湖

公园等一大批高品质城市公园，满足了市民群

众对生态宜居、健康友好、充满活力的绿色生

活的需求。

《南昌市 2022 年度城市自体检报告》显

示，截至 2022 年底，南昌的建成区城市绿地率

为 40.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3.05 平方米，城

市绿道长度为 428.82 公里，万人拥有城市绿道

长度 1.07 千米，基本上构建了“四横七纵六环”

的城市绿道网，为市民日常出行、休闲游览提

供了极大便利。

2021 年，安徽滁州、铜

陵入选全国第一批城市更

新试点名单。两地探索建

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

众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

模式，坚持“留改拆”并举，

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建立存量资源统筹协调

机制，构建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并健全公众参

与机制。

滁州市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城市更新资金

保障和实施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城市更新

需求创新金融产品，采取资本金注入、投资补

助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如琅琊区紫薇

东村改造项目所在片区采取‘市场运作、改管

一体’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向由开发银行、徽商

银行、农行组成的银团融资 23.65 亿元，其中

2.7 亿元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滁州市住建局物

业科科长朱玉友告诉记者。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滁州市还合理利用

社区资源，集中布局、综合配建各类社区服务

设 施 ，为 小 区 居 民 提 供 家 门 口 的 一 站 式 服

务。比如，来安县回收公司片区改造项目，改

造增设卫生服务站等公共卫生设施 3 个，综

合超市、便民市场、便利店、幼儿园、托育点、

老 年 食 堂 各 1 个 ，改 造 后 该 片 区 形 成 集 医 、

食、行、文、娱于一体的“5 分钟”居家服务圈，

满足了小区居民健康服务、公共休闲、无障

碍、停车等需求，大大提高了社区服务功能。

同时，该项目还充分挖掘县城历史文化资源，

突出地域特色和文化传承，将洪山戏、白曲、

秧歌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改造设计，累

计增改 1500 余平方米文化墙，通过县城老物

件、老照片和老故事展示，反映城市变迁，留

住历史记忆和乡愁。

铜陵市则提出积极探索独立工矿区和老

旧工业区改造、滨江地区生态修复功能提升等

方面的新方法、新模式、新机制。铜陵市住建

局副局长李学武表示，今年,铜陵市将实施 36

个老旧小区改造，建筑面积 121.69 万平方米，

涉及居民 15515 户，目前已进入施工阶段。

截 至 2022 年 底 ，安 徽 已 改 造 完 成 小 区

5796 个，改造面积 1.49 亿平方米，超过 165 万

户居民受益。2023 年，安徽计划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1246 个，改造建筑面积 2267.13 万平方

米 ，涉 及 居 民 23.44 万 户 ，计 划 投 资 约 72.29

亿元。

时下正是春茧收购时节，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蚕农纷纷抓紧摘茧和售茧。图为禹越镇天

皇殿村一家蚕茧收购点的工人在筛选优质蚕茧。 谢尚国摄（中经视觉）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建

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本报即日推出“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系列报

道，针对“从大拆大建向城市更新转变”“从重买卖轻租赁向租购并举转变”“从规

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等方面探寻如何提升房地产业发展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