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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成都是一
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
市。这句广为流传的赞
美，根植于“天府之国”
成都的幸福底色。

连续 14 年荣居“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
首，连续 9 年获评“最具
投资吸引力城市”第一
名，连续获评“中国最佳
引才城市”，蝉联“外籍
人士眼中最具吸引力城
市”……一项项荣誉背
后，是成都用一个个务
实创新的举措和可感可
及的发展成果，让住在
这座城市里的人更有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来，成都深入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
工程，推动一批医疗、教
育、养老、托育等民生领
域重大项目开工落地、
竣工达效，切实增进民
生福祉，提高生活品质。

2022 年，成都市交
出 了 怎 样 的“ 幸 福 答
卷”？1月5日，2022年度
成都市幸福美好生活十
大工程总结大会暨民生
实事总结推进会召开。

实施重点领域项目367个 完成投资1301亿元

成都交出2022年幸福美好生活答卷
83项民生实事

工作目标全部圆满完成

此次会议上，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2022年
初成都制定的83项具体民生
实事工作目标全部圆满完成，
其中41个项目超额完成。

2022年，成都高质高效完
成重点民生项目，第三方“万人
问卷调查”满意率达93.3％，同
比提升两个百分点。这项数据
的背后，是一个个成都人真实
的幸福体验。

新建了宽敞的自行车棚，
统一设置了可以扫码充电的
插座，屋顶还有供住户晾晒被
褥 等 大 件 物 品 的 露 台 ……
2022 年，作为老旧院落改造
项目中的一个，位于成都市成
华区的天祥街99号院迎来了
新生。

“改造说到底是为了群众
住得更满意、更舒心。”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老旧院落改造，不
仅要提升“面子”，让建筑从风
貌上焕然一新，更要完善“里
子”，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尽
量补强功能性短板。

聚焦民生短板
建成一批为民惠民可感

可及的重大项目

2022年6月15日上午，幸
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2022民
生项目机会清单发布、现场推
进暨开工仪式活动在成都温江
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成都
市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2022年首批民生项目机会清
单》。此次发布的《机会清单》
重点聚焦教育、医疗、一老一
小、老旧小区改造等9大民生
重点领域，释放政府、企业两端
供需机会497项。

3个月之后，家住高新西
区的刘敏就将孩子送到了家
附近的成都高新云芯学校入
读。这所学校已于2022年秋

季正式招生。家门口的学校，
让孩子可以更加便利地入学。
而眼下，成都人也通过“开窗见
绿”等多个民生项目的打造，
让城市发展的成果，转换成成
都人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环
境不断美化、城市形象更靓
丽、政府服务更高效、老有所
养、困有所扶。

数据显示，2022年成都共
发布9大领域民生项目机会清
单784个，新改扩建幼儿园、中
小学80所，新增学位8.2万个，
新建人才公寓1万套、保障性

租赁住房6.1万套，高品质完成
老旧院落改造项目601个，老
旧小区增设电梯1500台，新建
社区美空间50个。

聚焦急难愁盼
解决一批群众关切关心

的民生难题

“周边这么多个居民小区，
在这路口打造一个拐角绿地，
有健身器材、休闲椅，天气好的
时候，来这里转耍的人也多，
真不错！”说起家门口的拐角
绿地，家住都江堰枫尚领域小
区的李朝喜连连称赞。到都
江堰定居不到一年的他，亲眼
见证了家门口这块荒地变绿的
全过程。“以前听说这里是拆迁
地块。我们刚搬来时，它就一
直打围着，后来，社区把它清理
出来，栽了花、种了树，还增添
了不少健身设施，一下子就变
样了。”

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龙潭
湾社区纪委书记袁枚介绍，社
区按照“公园+”“绿道+”的要
求，通过拆墙植绿、增花筑景的
方式对该地块实施了打造。如
今，这个见缝插绿之地也成为
了附近居民休闲运动的热门打
卡地。

这仅是成都回应民生诉求
的一个缩影。2022年，成都重
点聚焦城市通勤、生态环境、
城市更新、小区治理等，加快
构建“轨道+公交+慢行”绿色
便民交通出行体系，市民轨道
交通平均通勤时长缩短两分

钟，打通32条“断头路”，建成
天府绿道 831公里，220公里
锦江绿道基本贯通，打造特色
街区20个，建设小游园、微绿
地60个。

此外，新建“蓉漂”人才公
园、芙蓉岛公园等“百个公园”
示范工程，新增城市绿地1800
公顷，成都居住小区生活垃圾
分类覆盖率和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坚持共建共享
提升便民利民幸福城市

的温度质感

“我建议把绿化带面积缩
小一点。”“楼上的小孩总是晚
上9点左右在家里跳绳，帮我
给她说下，到户外跳嘛。”自从
成了小区的微网格长，成都市
武侯区紫荆社区居民陈世群
接到的电话变多了。“现在直
接通过微网格长一键报事，
80%的事内化在‘格’，15%的
事解决在网，5%的事上报给社
区，幸福感扑面而来。”记者了
解到，2022年，为构建“微网实
格”治理体系，成都组建了14.6
万名微网格员队伍参与基层
治理。

“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照顾
小朋友的问题，环境不仅好，价
格还便宜，我们很放心。”2022
年 9月，菁芙蓉托育花园校区
正式开园，这是一家托育机构，
为婴幼儿提供专业的教养策略
和照护服务，住在附近的托育
家长因为能享受这么好的托育
和照护服务而开心。

人民城市人民建。成都充
分发挥市民群众、市场主体和
专业机构作用，优化“市民+专
业+网络”观察体系，开展“十大
民生领域”系列观察活动，促成
惠民政策转化落实59项。出
台“人才新政3.0版”，构建“近
悦远来”城市人才生态，吸引各
类人才加速聚集，人才总量达
622.3万人。策划实施“人民阅
卷”系列行动，成功举办“幸福
成都大运乐跑”暨“北斗杯”全
国青少年体育大赛，刷新吉尼
斯世界纪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秦怡

成都连续14年荣居“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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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岛公园是成都市重点打造的23座锦江公园之一。

改造后的天祥街99号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