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袋子”越来越鼓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作为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第一项
工程，直接关系到居民的“钱袋
子”，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与水
平的改善，同时也影响居民消费
的进一步扩大。

如何让居民的“钱袋子”鼓起
来，这是成都对于“幸福”的首要
举措。成都提出，将通过提高工
资性收入，提升经营性收入，增加
财产性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增进
民生福祉，努力让城市发展的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让
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有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与收入直接相对的，是更多
更好的工作机会。据了解，成都
将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成都市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优质市场
主体引育，加大专业性岗位供给，
引培壮大新经济市场主体，推进
农民就地就业。今年，成都要力
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新
增新职业岗位 5 万个、新设立科
研助理岗位 5000 个。到 2025
年，新增实习见习岗位 10 万个、
新职业岗位 25 万个。

就业岗位越多越好，工资水
平也要合理增长。面向“十四
五”，成都将完善企业薪酬调查、
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工资指导线
发布制度，引导市场主体对标市
场规范制定薪酬标准。

未来五年，成都将推动实现居
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
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
步。到“十四五”末期，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力争突破70000元，
年均增幅7.5%，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力争突破40000元，年均
增幅8.6%，进入国内高收入城市
行列。中等收入群体占常住人口
比例较“十三五”末期提升10%，城
乡收入比缩小到1.8:1以内。

健康又优雅的生活
将新增三甲医疗机构10家以上

清华大学博士王皓冉在成都
天府新区工作。“蓉漂”的几年间，
他见证了兴隆湖边的生活配套设
施越来越完善，“最近几年，这里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改变。”

成都这座快慢结合的城市，
未来五年还将继续提供高品质的
教育、健康、文化、体育服务，构建

现代化、国际化、智慧化、普惠均
衡的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市
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促使成
都更加近悦远来、令人向往。

家门口的好学校将越来越
多。成都将实施学位供给增加、
优质学校培育、素质教育提升、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素质教师
队伍建设等五大行动。到 2025
年将新建改扩建幼儿园、中小学
400 所，新增学位 30 万个，高品
质幼儿园数量在 2020 年基础上
翻番，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优质学
校覆盖率提升到 70%；建设高水
平职业学校10所，新增研究生培
养单位 4—6 所，新增进入“双高
计划”市属高职院校 1—2 所；培
养市级以上名优教师3000名。

成都还将提供更好的全生命
周期健康服务。到2025年，成都
将新增三甲医疗机构10家以上，
实现三级医疗机构区（市）县全覆
盖；新增三级乙等疾控中心 5 个
以上，重大传染病疫情有效处置

率100%；深化分级诊疗，创新医
联体国家试点示范，优化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成都人均期望寿命
超过82.4岁。其中，今年将新增
4家三甲医疗机构，成华区、龙泉
驿区疾控中心达到三级乙等，家
庭医生签约率达到 40%，基层中
医药服务量达到55%以上。

在成都，可以舒心健康地生
活，也可以徜徉在艺术和文化的海
洋。成都将实施文化地标建设、文
化阵地提升、文旅场景打造、文化
精品生产、文化供给倍增等五大行
动，让优雅浸人的精神活动体系更
加发达。到2025年，国家高等级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剧场、音
乐厅等达到130座以上。

房子是用来住的
五年内新增人才公寓10万套以上

在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
程方面，成都将聚焦百姓衣食住
行，努力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实现商品市场供给多元、消费市
场价格平稳、社区生活便捷易获、
生活品质保障有力、美好生活未
来可期，让生活成本竞争力成为
城市最鲜明的竞争力，让城市更
加幸福宜居，生活更加巴适安逸。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
的。如何让市民住得舒心？据了
解，成都未来五年将新增商品住
房供应90万套以上，新增租赁住
房 30 万套以上、人才公寓 10 万
套以上。2021 年，将重点聚焦优
化住房供给结构，优化多层次全
方位住房供给体系，优化住房供
应结构，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完善长租房政策，全年供应商品
住房19万套，新增人才公寓2万
套，新增租赁住房6万套。

此外，还将着力提升生活居住
品质。鼓励老旧院落、保障性住房
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修订《成都
市物业管理条例》，加强物业管理
行业信用信息管理，探索建立业主
委员会信用管理机制，力争物业服
务管理覆盖率达60%以上。

通勤更便捷
中心城区平均通勤时间缩减至35分钟

让单调乏味的通勤变为丰富

多彩的生活方式和场景体验，这
也是成都对于“幸福”的理解。在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方面，成
都将持续推进职住平衡，丰富“轨
道+公交+慢行”多样化绿色出行
选择，以智慧化、智能化、人本化
的交通服务为市民通勤保驾护
航，让市民在往返途中感受“触手
可及的便利”。

2021 年，成都将加快完善
“环+射”路网系统建设，持续推进东
西城市轴线、天府大道北延线、羊西
线、草金路等骨干路网建设，打通市
域“断头路”20条以上；提升慢行出
行环境，天府绿道开工800公里、建
成600公里，建设1000条社区绿
道，完善自行车道200公里。

成都还定下了一个小目标：未
来五年，将构建形成通勤圈、生活
圈、商业圈高度融合的通勤体系，
中心城区建成区平均通勤时间缩
减到35分钟，平均通勤距离保持
在8—10公里合理范围，30分钟内
通勤人口占比达到45%，绿色交通
分担率达到70%，城市交通管理达
到国际先进城市水平。

老旧小区告别“爬楼时代”
既有住宅今年将自主增设电梯800台

北顺西巷6号院是成都锦江
区一个老旧小区，新的一年，这个
小区告别“爬楼时代”，迎来了“电
梯时代”。这一改变让年迈的陈
金全总是笑脸盈盈，“我是加装电
梯的最大受益者。”陈金全说。

让市民家园更有颜值、市井
生活更有品味、社区服务更加完
善。在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工程中，特别提到了要提升
老旧小区硬设施软环境。

记者了解到，成都将逐年推
进 217 个老旧片区有机更新项
目建设。其中2021年将启动50
个成片更新项目，实施棚户区改
造3687户、城中村改造1800户，
建 设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项 目
400个。

老旧小区将按照“先自治后整
治”原则，推进物业服务全覆盖，同步
建立老旧小区管理长效机制；加快
推进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其
中今年要完成313个老旧小区改造，
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800台。

幸福就是像成都人那样生活
成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聚焦市民关心的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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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成都将构建
形成通勤圈、生活圈、商业
圈高度融合的通勤体系，中
心城区建成区平均通勤时
间缩减到35分钟，平均通勤
距离保持在8—10公里合
理范围，30分钟内通勤人口
占比达到45%，绿色交通分
担率达到70%，城市交通管
理达到国际先进城市水平。

Chengdu
Development

越来越鼓的“钱
袋子”，高品质的教
育、健康、文化、体育
服务，便捷可获的社
区生活，越来越便捷
的轨道出行……这
是未来五年，成都对
于“幸福”的展望。

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成都以“幸
福”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启动了“幸福美
好生活十大工程”。
2月18日，成都市实
施幸福美好生活十
大工程动员大会召
开，会上，成都对“幸
福”作出了更确切的
注脚：成都市幸福美
好生活十大工程各
专项推进组组长依
次发布了各项工程
五年实施方案和
2021年工作计划。

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不仅是民
生工程、民心工程，
更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牵引工程、增强
城市发展战略优势
的筑基工程。会议
强调，要用一笔笔民
生支出书写人民至
上的执政理念，用一
项项工程成果涵养
奋斗奉献的时代风
尚，全面塑造参与国
际合作竞争的比较
优势，让新发展理念
惠泽广大市民群众。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 杨晨

春节假期，成都市民在公园里游玩。杨涛 摄

地铁运营里程的不断增加，让成都人的出行越来越方便。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