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今年新增新职业岗位5万个

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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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群众实实在
在地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成都力争实现城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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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今年建成50处“社区运动角”

到 2025 年，成都将新建改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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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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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区（市）县“一场一馆一池两中
心”全覆盖，每个社区（村）建成1个

“运动角”。今年，建成东安湖和凤
凰山体育公园、22个智慧场馆、50处

“社区运动角”。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优化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

成都将实施舒心居住计划、舒
服社区计划、舒畅消费计划和舒美
品质计划。在社区生活方面，今年，
重点围绕打造社区服务圈，促进生
活服务便捷多元。编制发布社区商
业机会清单2.0版，优化提升15分钟
社区生活服务圈，推出社区商业示
范性消费新场景36个。启动建设7
个国际化社区、20个邻里人家，实施
社区微更新项目345个、社区花园50
个，满足社区居民特色化、个性化社
交生活需求。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加快完善路网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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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持续提质。2021 年，
成都将持续推进第四期 8 个轨道
交 通 项 目 和 S3 资 阳 线 的 续 建 工
作。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加快推进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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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将持续推进天府锦城、锦江公
园、一环路市井生活圈等高能级项
目建设，构建历史与现代相融共生
的公园城市新场景；保证每个区
（市）县至少实施1个城市有机更新
示范工程。

今年，编制出台《成都市老旧小
区改造技术导则》，打造地域特色文
化示范小区、园林式居住小区。在
老旧小区改造上，成都将加快推进
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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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让市民在大都市就能亲近自然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成都
将实施“锦城蓝天”提升行动、“青山
映城”提升行动、“绿水蓝网”建设行
动、“天府净土”巩固行动、“宁静蓉
城”降噪行动。

今年，着力推进大熊猫国家公
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和锦江公
园、锦城公园建设，推动天府绿道建
设突破5000公里，贯通环线100公里
一级绿道，完成6条重点滨水慢行街
打造，新增绿地1800公顷，完成立体
绿化 20 万平方米。到“十四五”末
期，让市民在大都市就能望见雪山、
漫步绿道、亲近自然。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实现涉企和市民事项100%网上可办

面向“十四五”，成都致力打造
稳定公平可及的营商环境标杆城

市，推动审批服务简约易办、惠企政
策精准易享、发展机会公平可及、要
素获取便利快捷，充分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继续保持全国营商环境先
进城市行列。

今年，成都将实现涉企和市民
事项 100%网上可办、80%以上事项

“不见面”审批，90%以上事项“一窗
受理”、70%以上事项可“全域通办”、
高频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审
批服务事项即办率超过40%。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今年建成120个高能级重大创新平台

“十四五”期间，成都将深入实施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青年创
新创业就业环境友好城市，打造创新
创业者的“圆梦之都”“活力之城”。

今年，成都将累计建成高能级
重大创新平台120个、各类创新平台
1750 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实验
室的大型科研仪器、工业设备开放
率达50%；累计建成750万平方米双
创载体；就业人员和就业机会比例
将达 1：1.6，到 2025 年，就业人员和
就业机会比例达1：2；将新增商品房
配建人才公寓2万套、筹集建设租赁
住房3万套，“蓉漂”青年人才驿站服
务1.5万人次。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今年地震监测预警信息覆盖率65%以上

成都将建设智能便捷的城市管
理系统。同时，建成自然灾害综合
监测预警平台，完善预警信息发布
渠道，提升预警信息发布的覆盖面、
精准度和时效性。实施地质灾害工
程治理、排危除险和避险搬迁工程，
构建以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
理和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地质灾害防

治体系。今年，完成地震监测基础
设施现代化改造，地震监测预警信
息覆盖率达到65%以上。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把人文关怀落实到衣食住行育教医养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聚
焦“一老一小”和特殊群体，以全龄
阶段居民的多层次需求为导向，把
柔性关照渗透到城市规建管运各个
环节中，把人文关怀落实到衣食住
行育教医养每个细微处。

到“十四五”末期，成都建成儿
童友好型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基本
健全，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更加密
实牢靠，慈善服务覆盖城乡社区，形
成孩子开心成长、老人舒心长寿、特
殊人群暖心有尊严、市民共享友善
和美的全龄友好包容社会氛围。

今年，建成运营社区养老服务
综合体 22 个，全年改造护理型床位
3000 张，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
理率达到69%，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设立老年医学科比例达到 50%，镇
（街道）老年教育学校建设覆盖率达
30%。

据“封面新闻”

成都合江亭夜景。

近日，成都市“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内容发布，为助推十大
工程落地实施，首批共40位市民观
察员也随之诞生。据悉，首批市民
观察员涵盖专家学者、媒体和文艺
工作者、基层工作者等，记者近日
专访了市民观察员（专家组）代表
之一：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
法学院教授、西南交大国际老龄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一帆，听听他如
何解读和参与“十大工程”。

问：作为首批“十大工程观察
员”，你怎么看待这个身份？具体
要承担哪些工作？

杨一帆：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
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
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
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
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作为
首批观察员，我将在市委、市政府
领导下，认真履职，紧密结合十大
工程的重大部署和自身工作实际，
致力于幸福美好生活相关课题研
究。本人所承担的“全球应对老龄
化治理与构建年龄友好城市研究”

“四川省健康老龄化治理”“特殊家
庭老年照护服务政策”等高水平理
论课题，与“十大工程”内容息息相
关，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我
将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
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
也更加可持续，为政策法规和战略
规划制定建言献策。

问：十大工程中特别提出，要
建设全龄友好包容型社会，作为公
共领域研究专家，您如何解读这一
条的内容？

杨一帆：关于全龄友好包容型
社会，国际社会早有实践。新加坡
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
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

“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
城市。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
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
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
市环境。要建设全龄友好包容型
社会，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全龄友好
包容型社会的核心和由来，尤其是
全龄友好包容型社会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
剖析社会公众在原有多样化的群
众参与权利保护条例制定等基础
上，如何进行评估方式选择、自我
评估工具改良、全龄友好包容型社
会管理等。

成都十大工程为主线，城市的
发展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更加突
出“城市的核心是人”的价值理
念。在全龄友好城市建设过程中，
一是要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
价体系。改变以GDP贡献为主要指
标的考核评价体系，从老幼及特殊
群体需求满足的视角评价地方政
府部门的工作成效，引导政府行为
逻辑转变。二是要建立促进“一老
一小”和特殊群体发展的指标体
系。立足于新时期“一老一小”与

特殊群体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问
题、新挑战，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健
全促进“一老一小”与特殊群体发
展的指标体系。三是要健全全年
龄友好城市的政策体系。通过发
布《全龄友好城市发展纲要》等政
策手段，给与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
激励，建立指标监测体系、评估体
系，促进地方政府在建设全龄友好
城市上更有作为。

问：十大工程中有不少关于社
区治理发展的内容，有不少新的东
西，你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杨一帆：“十大工程”中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工程。成都市人口老龄
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老龄化加
剧，牵引出更为庞大的养老服务需
求。对住在成都郊区老人而言，在
大多数情况下，住进养老机构是他
们的最后选择。但凡有机会，他们
都希望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原居
安老”。此外，在养老服务日益丰
富的同时，老人们生活起居的“安
全性”也亟需重视，对于上了年岁
的他们而言，每一次摔跤都可能是
不可承受之痛。通过城市更新和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进行适老
化改造，会让让更多老年人的晚年
生活有了一种全新打开方式——
不必住进养老院、无需承担过高的
养老成本，他们同样能享有优质、
价廉的多样养老服务。

问：您认为，成都市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的发布，对未来五年
成都的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杨一帆：“幸福美好生活十大
工程”是成都在自有改革路径上的
改革升级，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不断
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为核心
的驱动，并在政策上不断深化、细
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
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
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
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
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围

绕“人”下功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对于正处于多重机
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
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
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
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
的解题思路。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刘俊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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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发展理念惠泽广大市民群众
成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实施方案和2021年工作计划发布

交流互动

《善治成都》专版、专题秉持
“扎根社区 服务基层”理念，全
媒体、立体式聚焦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定期推出“政策解读”“书
记访谈”“案例展示”“创新经验”
等。欢迎各区（市）县社治委、街
镇及时为“善治成都”提供采访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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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zhichengdu@163.com

电话联系：
18615712930
028-8696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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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民观察员（专家组）代表杨一帆。

2月18日，春节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成都

市实施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动员大会召

开。会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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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十

大工程作为人民城市

的样板工程、公园城市

示范区建设的战略举

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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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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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首批市民

观察员代表颁发了聘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