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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突破65%，
随着人口向城市集中，交通拥堵、环境
污染等“城市病”不断暴露。住房城乡
建设部近日发布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
检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在地级及以
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推动
系统治理“城市病”，扎实有序推进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

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需要定
期体检。城市体检将聚焦哪些问题？
如何找到这些问题？找到问题后怎么
办？记者带你一起了解。

检什么：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百姓急难愁盼问题

根据指导意见，城市体检要坚持问
题导向，划细城市体检单元，从住房到
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找出群
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
“聚焦群众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

深入查找问题短板是全面开展城市体
检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张菁说，此次全面
开展城市体检将从住房、小区（社区）、
街区、城区（城市）四个方面入手，对城
市进行全方位、全维度的精细化体检，
查找不同空间层级的城市建设问题。

住房的质量、住房的宜居舒适度
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张菁说，在
住房维度，本次体检针对“建设绿色、
低碳、智能、安全的好房子，让群众住
得健康、便捷”的要求，从安全耐久、功
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开展房屋使
用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
能、数字家庭等住房维度体检，涉及住
房屋顶、外立面、楼道、户内、地下室
等，以全面摸清房屋使用中存在的安
全隐患以及与数字家庭的差距。

社区是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
的基本单元。张菁说，在小区（社区）
维度，主要从设施完善、环境宜居、管
理健全等方面，找准养老、托育、停车、
充电等设施缺口以及小区环境、管理
方面的问题，为后续的老旧小区改造
和完整社区建设提供支撑。

在街区维度，张菁说，城市体检将
重点衔接十五分钟生活圈配置要求，
从功能完善、整洁有序、特色活力三个
方面，找准公共服务设施缺口以及街
道环境整治、更新改造方面的问题，以
激发街道活力，让人民群众获得美好
的街区生活体验。

根据指导意见，在宏观的城区维度，
城市体检将重点从生态宜居、历史文化

保护利用、产城融合与职住平衡、安全韧
性、智慧高效等方面识别影响城市竞争
力、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

如何检：城市政府主导
各方共同参与

城市体检涉及城市的各个角落和
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项复杂的工作
如何实施？居民可以怎样参与其中？

根据指导意见，开展城市体检工
作要坚持城市政府主导，建立城市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
区、街道和社区共同参与，第三方专业
团队负责的工作机制。
“城市体检要特别注意畅通居民

建言献策渠道，切实反映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清华大学中国城市
研究院院长边兰春说。

边兰春说，各城市应该通过公众
媒体加大对城市体检工作的社会宣传
力度；通过城市体检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商圈、进车站等系列活动，
因地制宜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动员群众参与城市体检问卷调查；
通过构建社区管理员和市民志愿者代
表共同组成的“市民医生”等机制，倾
听人民群众对城市发展与空间建设的
需求与建议。

自2018年开始，住房城乡建设部选
择试点城市、样本城市持续开展体检工
作，其中，2023年选择天津、唐山、沈阳、
济南、宁波、安吉、景德镇、重庆、成都、哈
密等10座城市（县）进行试点，完善了城
市体检指标体系，创新了城市体检方式
方法，探索了城市体检成果应用。

指导意见要求，围绕住房、小区
（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建立城市
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定一定数量的
核心指标。核心指标为能够获得精准
稳定数据、可以进行纵向横向对比且
具可持续性的指标。

张菁说，开展城市体检，各城市应
根据各自不同的城市需求，因地制宜
优化指标体系。结合城市地理区位、
战略地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细化每
项指标的体检内容、获取方式、评价标
准、体检周期等，在城市体检基础指标
体系基础上增加特色指标，做到体检
指标可量化、可感知、可评价。

边兰春说，城市体检要加强信息
平台建设，构建长效工作机制。结合
多元数据采集，同步建设城市体检信
息系统，不仅服务于城市人民政府及
相关部门，还可以让百姓参与城市发

展共治，提高公众价值共识。

如何用：助力城市更新
提升城市品质

入户水压不足、管线管道破损、住
宅外墙漏水渗水、小区停车难……城
市体检发现的各种问题能否得到及时
解决？体检结果对打造宜居、韧性、智
慧城市将发挥哪些作用？

指导意见要求强化结果运用，把
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
重点，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
补齐城市建设发展短板弱项，有针对
性地开展城市更新，整治体检发现的问
题，建立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巩固提升”的城市体检工作机制。

张菁说，体检成果将按照轻重缓
急原则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形成
问题清单和整治建议清单，将整治责
任分解落实到各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明确整治措施和完成时限。

指导意见提出，需要限时解决的
问题主要是涉及安全、健康以及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针对这类问题
要做到立行立改、限时解决。

在2023年的试点中，天津通过城
市体检，进一步理顺了城市更新的目
标任务，修改完善了《天津市城市更新
行动计划（2023—2027）》，将更新项目
聚焦到老旧房屋改造、老旧管网改造
等民生工程上来。

重庆分级推动体检成果在城市更
新中的应用，在城市层面明确年度更
新重点和更新方向，在城区层面确定
更新行动时序和重点项目计划，在街
区层面对接更新片区策划、老旧小区
改造等具体工作，联动老旧小区改造、
完整社区建设、房屋安全普查等专项
工作，推进各类问题限时销号。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

而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工程。通过
城市体检，各类病灶得到评估，各类存
在的或容易出现的问题得到针对性的
‘诊疗’方案和预防措施，这样可以为
政府在城市更新行动中科学决策提供
建议。”边兰春说。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
表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要把城市体检作为统筹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整
体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品质
提升，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我国城镇化率已突破65%，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不断暴露

开展城市体检 系统治理“城市病”
国家外汇管理局12月7日发布数据显

示，截至2023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为31718亿美元，较10月末上升706亿
美元，升幅为2.28%。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
11月，美元指数下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
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
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经济韧性

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将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保
持基本稳定。”该负责人说。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新华社电）

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增长至31718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12月7日公布了2024年
普通纪念币发行计划和2024年贵金属纪念
币项目发行计划，集币爱好者可以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公布的普通纪念
币发行计划显示，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
将发行 2024年贺岁普通纪念币 1枚、
2024年贺岁纪念钞1张、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普通纪念币1枚、中国京剧艺术普
通纪念币1枚。

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公布的
贵金属纪念币项目发行计划，2024年将发
行10个项目、53个品种。这10个项目包
括：中国极地科学考察金银纪念币、中国纸
币千年金银纪念币、2024吉祥文化金银纪
念币、国家宝藏（启蒙奠基）金银纪念币、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金银纪念币、应县佛宫寺
释迦塔金银纪念币、2025版熊猫贵金属纪
念币、2025中国乙巳（蛇）年贵金属纪念
币、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金银纪念币、
2025年贺岁金银纪念币。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中国人
民银行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发行计划进行
调整，具体发行信息将在发行前公告。

新华社记者 吴雨（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4贵
金属纪念币项目发行计划

10项目53品种
供爱好者收藏

据新华社台北12月7日电（记者陈键

兴 刘斐）台湾2023年度代表字票选结果7
日公布，“缺”字在58个候选字中位居榜
首，“蛋”字和“诈”字分列第二、三名。

这项票选活动由台湾“中国信托文教
基金会”与《联合报》合办，邀各界人士推
荐，再由民众通过电话、短信和网络投票
选出。此次得票位列前十名的代表字依
序为“缺”“蛋”“诈”“困”“荡”“乱”“转”
“茫”“变”“盼”。

《联合报》总编辑范凌嘉表示，民众选
出“缺”字，精准总结了这一年。他说，回顾
过去可以看到，台湾工商界忧心“五缺”，即
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疫情暴发
后，大家又发现缺口罩、缺疫苗、缺快筛试
剂。今年好不容易迎来疫后复苏，市场上
却发现缺蛋，还缺抗生素、降血压、儿童退
烧等药品……

这项年度代表字票选活动已迈入第
16年，近年来当选的代表字有“苦”“茫”
“翻”“乱”“疫”“宅”“涨”等。

台湾2023年度代表字发布

“缺”字当选

12月7日，上海嘉定

古树公园的千年银杏吸引

众多游人前来赏叶。

这棵古老的银杏树迄

今1200多年，目前进入最

佳观赏期。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千年银杏进入
最佳观赏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