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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幸福城市

成都，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着眼成都长远发展和城市现代化治理特点，今年6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支持成都做优做强极核功能 加快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专章部署支持成都“提升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幸福城市”，从加大保
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探索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三个方面提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和举措。

肩扛新使命，奋进正当时。
面对未来，成都的幸福方向已然明确——坚持以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为引领，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持续增进民

生福祉、提升智慧治理水平、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把“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的城市
名片擦得更亮，让市民群众获得感更好、幸福感更浓、安全感更强。

在天府五街以北、昆华路以西，有
一个成都面积最大的垂直流人工湿地
公园——“骑龙中水湿地公园”。“整个
公园集生态净化、科普教育、休闲健身于
一体，实现了‘尾水净化－资源再生－城
市反哺’的水循环闭环，日均可处理污水
8.5万立方米。”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介绍，相较传
统模式，这种“地上+地下”的空间规划设
计还可节省土地面积30%以上。

小小公园的变化，彰显着成都在
建设美丽城市上的有益探索。2024

年PM2.5浓度首次达到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二级标准，为 2013 年以来最优；
环保绩效A、B 级和引领性企业达273
家……近年来，成都着重从生产、生
态、生活、和谐、治理“五美”上下功夫，
努力讲好天蓝、地绿、水清和山水人城
和谐相融的“成都故事”。

“下一步，成都将构建制度创新‘四
梁八柱’，建立指标体系、试点示范矩
阵、动态评估机制等。”成都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唐冉熊表示，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力争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0

天以上，市控及以上地表水断面水质优
良率保持10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
到85%以上。同时，做好空间形态“加减
文章”、争做美丽城市“示范样板”、深耕
民生温度“细胞工程”几项工作，切实以
高品质生态赋能高质量发展。

从全龄友好到智慧治理，再到绿
色低碳发展，成都用一点一滴的小实
事累积成大民生，久久为功，将为民理
念融入城市肌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成都提供强大动力和保障，
让幸福变得触手可及。

立足绿色低碳

力争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0天以上

在成都高新区锦城社区综合体
内，3楼托育园的8名小朋友和4楼养
老中心的30多位全托老人“结对”，在
护理人员带领下玩起了猜谜语游戏。
楼上养老，楼下托育，古灵精怪的孩子
让老人们感受到含饴弄孙的快乐，爷
爷奶奶也让小朋友感受到浓浓爱意。

锦城社区综合体只是成都打造全

龄友好社会的一个缩影。2024 年，全
市建成镇（街道）为老服务综合体 30
个，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85所；
试点建设“15 分钟社区幸福生活圈”
100 个……一组组数据、一项项成绩，
振奋人心、温暖民心，构成成都为民众
谋福祉的生动实践。

在成都发展之路上，“民生”二字

一直贯穿其中，“一老一小”始终是关
键所在。围绕打造全龄友好社会，今
年成都将启动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体系
建设，备案托育机构中普惠性托位占
比提升至60%以上。实施居家养老服
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提供普惠型养
老床位5000张以上，支持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建设社区医养结合站点20个。

着眼全龄友好

提供普惠型养老床位5000张以上

聚焦智慧治理

打造“金角银边”公共空间200个
“以前一开窗满屋子都是油烟味，

现在楼下没有油烟飘上来，空气清新
多了。”家住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
云锦城市花园小区的居民李女士说
道，由于该小区开发时间较早，商铺未
规划设立专用烟道，导致周边居民遭
受“油烟扰民”的问题。

“解决这个难题，社区‘微网实格’
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吉福社区党委
书记李含荣说，通过入户调查、问卷调
查、集中座谈等形式收集群众意见，最
终确定将小区外墙铺设管道改为商铺

内部铺设，并加装环保高效净味箱，
“油烟扰民”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连着
千家万户，近年来，成都创新党建引领

“微网实格”治理机制，精细划格、定岗
定责、层层联动，全覆盖构建起社区总
网格、一般网格、微网格和专属网格的

“3+1”体系，解决了治理半径过大、资源
整合低效等城市治理的普遍难题。

据悉，今年成都将进一步强化城
市智慧治理，聚焦公共管理、公共服
务、公共安全、经济运行领域，丰富完

善智慧蓉城应用场景，推动“高效办成
一件事”提质扩面、更加利企便民，探
索在政务领域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
同时，聚焦精细治理，实施城乡人居环
境改善提升三年行动，深化背街小巷、
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城郊接合部等整
治，统筹推进道路硬化绿化、公共设施
维护、垃圾减量分类、违章建筑拆除等
工作，优化提升街区30个、街巷30条、
街角 650 个，打造“金角银边”公共空
间 200 个，让城市更干净、更美丽、更
宜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刘飞 刘依林

来到位于成都新津经开区的成都松裕
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车间内一片忙碌景象，
各类设备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提升产能、增加产值，本是好事一桩，
但这此前却成了松裕包装总经理盛文龙的
烦心事。原来，由于园区原规划环评对低
挥发性油墨的使用占比要求，该公司二期
项目落地受阻。“如果往后推，可能错过市
场发展红利。”他回忆道，当时园区环保首
席和市级、区级生态环境部门，第一时间前
来“面对面”询问生产程序、污染治理设施
设备等，并给予指导支持。

于是，有了转机。根据近年来国家政
策和行业发展情况以及新津生态环境局正
编制的规划环评，该公司遇到的相关限制
性政策已具备解除或放开的条件。换句话
说，松裕包装的二期项目符合最新的环保
管理要求。“未来，营收还能往上走。”盛文龙
重拾信心。

环保政策与企业发展实现着双向奔
赴。目前，成都环保服务团队已走访服
务超 1400 家（次）企业，协调解决 700 余
个问题。其中，环保首席已会同专家帮
扶团队对全市23个区（市）县园区实现了
一轮全覆盖上门帮扶，解决了 110 余个问
题诉求。

《意见》提出，支持成都全面推进绿
色低碳转型。“未来将进一步完善‘园区
环保首席服务制度’，扩大服务范围，提
升服务质量，推动更多企业实现绿色转
型。”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唐冉熊表
示，还将定期开展环保培训和交流活动，
帮助企业提升环保管理水平，助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动上门
“环保首席”助企发展

案例33

新的智能门禁与车辆道闸系统、统一规划
的停车位、古色古香的凉亭、各类生机勃勃的花
卉绿植……走进锦江区东湖街道东兴苑小区，很
难将其与20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联系起来。

据了解，东兴苑小区属于自管院落，修建于
1997年，院内8个单元楼栋共有居民104户，340
余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区公共配套设施老
化、停车位不足、活动空间缺失等问题日益凸显。

“根据小区的现实情况，我们通过组织有声
望、有号召力的老支书、老党员、老邻居为本次院改
政策宣讲、需求征集、矛盾调处的先锋队，充分征集
居民意见，共同商议个性化需求。”永兴社区党委
副书记吴丹告诉记者，社区通过“问需于民”的策
略，让每一位居民的意见都能得到重视和反馈，
解决居民需求“难点”，打通小区治理“堵点”。

“《意见》提出推动中心城区有机更新，成都市
2025年民生实事项目提出老旧小区改造的明确目
标。”成都市住建局更新处工作人员宋华介绍，着眼
宜居成都，今年将实施老旧院落改造395个，城中
村改造6014户；完成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800
台，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含换新、改造、大修）
1000台；新增5000台电梯购买综合保险。

问需于民
让“老破小”蝶变新生

案例11

走进龙泉驿区龙城大道车城西二路，“潮汐
车道”4个醒目的黄色大字喷涂在路面，搭配前方
的电子显示屏，让经过此处的车辆能快速通过。

作为连接龙泉驿区大面居住区与经开产业
园区的重要交通动脉，随着龙城大道周边业态的
变化，附近小区居民入住增多，交通流潮汐现象明
显，车流量大，车道有限，成为区域交通治理痛点。

针对这一“潮汐困局”，成都交管部门创新采
用了“时空一体化”治理方案，通过“车道瘦身”，
将车城西二路车道宽度缩减，新增一条车道。扩
容后，车城西二路总车道数变为5条，中间车道
调整为潮汐可变车道。数据显示，“时空一体化”
治理后，龙城大道车城西二路通行效率提升
47%，停车次数减少75%。

近年来，交通拥堵逐渐成为城市的“标配”
痛点，出行顺畅与否牵动着市民的“神经末
梢”。去年以来，成都按照“开门治堵、科学治
堵、高效治堵”的思路，对市民通勤路上的“堵
点”“痛点”，明确具体措施、完成时限，具体化、
清单化、项目化推进治理。

据悉，今年成都将打通“断头路”20条，开展
普通公路路面整治150公里，治理交通事故多发
点隐患30处，治理常态性交通堵点30处，完成城
市道路交通拥堵路口“短平快”微整治50处。

小微治“堵”
让市民“畅”行舒心

案例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