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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之变
凸显城市体检的民本理念

笔者注意到，在试点阶段和全面铺开阶段，城市体检的基础指

标体系维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试点阶段，体检基础指标体系有 8个维度，包括生态宜居、健康

舒适、安全韧性等。而到了今年开始的全面铺开阶段，维度变成 4

个：住房、小区（社区）、街区以及城区（城市）。

这种维度之变，数量的缩减并非关键，立场与视角的调整才引

人深思。此前的维度及指标，可谓从城市管理者及其视角出发，某

种程度上市民只是达成相关指标的配合者。但维度调整后，市民成

了“主角”，从住房到城区（城市）的维度变化，体现的是市民由近及

远的切身体验。

换言之，前后维度的之变，进一步落实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真正做到了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

城市体检。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民本理念，还需延伸到城市体检成果转化

的监督层面。体检的意义在于治病，治理“城市病”的疗效如何，也

还要有追问机制，并将“话筒”更多地交给老百姓。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再到巩固提升，如果每个环节都能

秉持民生视角、厚植民生情怀，城市体检工作才有可能交上一份大

家满意的民生答卷。

城市体检来了，如何做好城市健康管理？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刘川 代璇

房屋给水排水等管线是否老化、小区（社区）是否有养老设施、城区交通是否拥堵……城市是有机生命体，而你我都
是“市民医生”，能为把脉“城市病”提供重要参考。

今年起，我国铺开城市体检。在株洲，今年体检范围为天元区嵩山街道湘银社区、尚格社区，以及泰山街道铁西社
区、滨江社区，相关工作正稳步推进。

那么，什么是城市体检？怎么检？

为啥要检？
为城市把脉问诊“开药方”

“治已病、防未病”，人们为了健康需要定期体检，其实

城市也一样。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城市体检是通过分析各项

指标，查找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短

板和问题，联动实施城市更新治理的工作机制。

城市体检的宗旨是什么？

去年底，住建部发布《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

导意见》（简称《意见》），提出要检出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和

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短板，推动系统治理“城市病”。

治理“城市病”并非新提法，背后更有久久为功的定力。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高歌猛进，环境污染、

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日益凸显。“十三五”期间，国家以新的

发展理念，决心根治“城市病”。

2015 年底，时隔 37 年，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

议指出，“要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

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

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此后，国家关于城市体检的动作频频：2018 年，住建部

会同北京率先开展城市体检工作；2019年，城市体检试点扩

展至 11个城市；2022年，59座城市被列入试点名单。

如今，城市体检试点后全面铺开，又迎来新变化。

2023年 7月，住建部印发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

作的通知，第一条就要求坚持城市体检先行，明确要建立城

市体检机制，将城市体检作为城市更新的前提。

后续发布的《意见》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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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等

为目标，查找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

弱项。

精细把脉，只为精准施策。

“对照城市体检报告，我们才能更精确地找差距、补短

板、堵漏洞，有针对性地开展城市更新，切实优化城市管

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进民生福祉。”上述市住建局负

责人说。

咋个检法？
多维度开展
要“可量化、可感知、可评价”

城市体检怎么检？

《意见》提出了相关重点任务，包括明确体检工作主体和

对象、完善体检指标体系、深入查找问题短板等。

比如，《意见》要求城市体检工作要坚持城市政府主导，

建立住建部门牵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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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此前试点阶段，全面铺开后的城市体检也有一些调整。

比如，此前全国统一印发的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包括 8

个维度：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

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并再细化为69项基本指标。

而全面铺开阶段，《意见》中注明试行的城市体检基础指

标体系，则包含 4个维度：住房、小区（社区）、街区，以及城区

（城市）维度，也细化为 61项基本指标。

如住房维度，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

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

家庭等指标。

基于这套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意见》要求各地结合

本地实际增加特色指标，细化每项指标的体检内容、获取方

式、评价标准、体检周期等，做到可量化、可感知、可评价。

《意见》明确，第三方专业团队要按轻重缓急原则对体检

发现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诊断分析，将问题分为及时解决

与系统解决两类，提出问题清单和整治建议清单，形成城市

体检报告。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需要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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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要系统

解决的问题，则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事接一件事地

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尽力补齐短板弱项。

从这个角度看，城市体检也是在检验城市的软硬实力，

以及各级政府经营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定力与智慧。

专业团队之外，群众也是城市体检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意见》明确，要畅通居民建言献策渠道。记者观察到，多

地已面向市民开展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有观点认为，

城市体检有望成为群众参与城乡规划公共决策的主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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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如何？
体检取得阶段成果
呼吁市民参与

城市体检开展至今，我市进展如何？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株洲城市体

检的范围为天元区嵩山街道湘银社区、尚格社区；

泰山街道铁西社区、滨江社区。“截至目前，初步完

成前期现场数据采集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他说。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

估”要求，制定并印发《2024 年株洲市城市体检工

作方案》（简称《方案》），并稳步开展了城市体检工

作。

发力城市体检，株洲的工作原则是“探索机

制、创新方法、强化应用”，计划在 5 年内实现城市

体检城区全覆盖。

同时，《方案》剑指“三个一”目标：制定一套符

合株洲市实际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探索建立一套

市区联动、专业负责、多方协作、群众参与的城市体

检工作方法；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巩固提

升”的城市体检长效工作机制及监督工作机制。

市级统筹、区级主导、街道实施，株洲的城市

体检以三级推进机制来组织开展。明确今年城市

体检范围后，市住建部门遴选了第三方技术服务

团队为我市开展城市体检。

从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四个维

度，我市在住建部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

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更新需求等多项重点专项工

作，不断摸索完善具有株洲特色的体检指标体系。

比如，目前初步明确了 4 个特色指标，包括建

宁驿站（公共厕所）覆盖率、新能源公交车占比、新

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占比，以及地表水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体比例。

“这些特色指标很株洲，也很绿色，展现了株

洲近年来的亮点工作，也能体现株洲作为老工业

基地绿色转型的经验探索。”市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说。

针对今年的城市体检范围，目前我市已从住

房、小区（社区）、街区三个维度，组织街道、社区、

物业单位及居民参与，携手供气、供热、自来水等

专业部门同步配合调查，采集了相关体检指标数

据，形成了相应台账。

上述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市住建

部门还将采取多种方式，畅通公众参与城市体检

工作的渠道，助推形成城市体检成果转化的监督

机制。

“我们很快就会向社会广泛发出调查问卷，倾

听群众关切与建议，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该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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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人员在购买电梯保险的小区开展电梯体检。（资料图）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