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得好不好，房子暖不暖？”住有所居，寄托着百姓心中最朴素

的小康愿望。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直抵人心，扎实有效的举措落地

有声，我市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住房保障能力

不断增强，百姓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即便在广大农村

地区，也是如此。

保障住房安全，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内容，是贫困人口脱

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脱贫攻坚战的质量。一砖一

瓦，凝聚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必胜信念，垒砌起亿万百姓“安居乐

业”的朴素愿望。“十三五”期间，我市突出抓好农村住房安全保障，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村危房改造取得重大进展。我市坚决扛起脱贫攻坚政治责

任，精准认定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加强危房改造技术指导，大力实

施农村危房改造，着力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等 4 类重点对象住房安全。“十三五”期间,

全市累计改造农村危房 4.05 万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37 万户,

累计投入改造资金约 5.2 亿元，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

有保障目标任务，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贡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效显著。我市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处置体系，实

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全市建有农村垃圾中转站 87 个、垃

圾池（房）1100 个，设置各类垃圾箱 11.9 万个，配备垃圾中转运输车

192辆、农村环卫保洁员 4500名，基本建立“户集中、村收集、乡镇转

运、市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完成 72 个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7%以上。

强化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农村人居质量持续改善

城市建设，要多留点“没用的地方”，也就是多留点绿地和空间

给老百姓。因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以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来衡量。我市在城市建设中，明确城市属于人民、城市发展为

了人民、城市治理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幸福的

美好生活。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市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

态空间，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提高经济

发展质量，又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系统推进城市基础设施“补短

板”，实施城市道路交通提升工程、城市停车场建设行动等，着力补

齐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2019年，滁城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 40.21平方米，全省第一；建成区道路面积率 23.64%，全省第一；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23.92 公里/平方公里，全省第一；城市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率达 97.08%，全省第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燃气普及率 98.36%，供水普及率 100%，新增城市公共停车泊位 4782

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8000 辆，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已达 80%。

滁宁城际铁路（滁州段）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城市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我市严格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抓

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污染防治各项任务落实。深入推进城市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园林绿化提升行动，开展城镇“三治三增三

提升”，扎实推进“两治三改”。到 2019 年年底，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9.84平方米，全省第一；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5.91%，全省第二。成功

创建国家级节水型城市。明光成为“全国园林县城”。全面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推进海绵型建筑与小区、海绵型公园和绿地、海绵型道路

与广场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十

三五”期间，市本级合流制管网改造实际完成约146.9公里，县市合流

制管网改造实际完成约76公里。先后建成了明湖、城南湿地公园、花

博园、内成河、北湖、镜园、鱼尾狮公园以及管网分流改造、路面更换

海绵质材料工程，海绵城市已达标排水片区面积占建成区面积 24%，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深入推进，城市建成区黑臭

水体消除比例达100%以上，2020年完成基本消除目标。

历史文化名城展现新姿。滁州市成功获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滁城遵阳街、北大街、金刚巷被列

为安徽历史文化街区。章益、吴棠故居完成修缮对外开放，拱极门

开门迎客。启动遵阳街、北大街、金刚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项

目，对街区内 15 处不可移动文物、12 处历史建筑和 230 余处传统风

貌建筑开展保护修缮；全市公布并挂牌保护 65 处历史建筑，更好地

延续历史文脉，着力塑造江淮亭城的城市风貌。

以“一尊重、五统筹”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大力推进“四创一

建”，我市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城市综合

功能明显增强。到 2020 年底，全市城镇化水平达 57%，较 2015 年增

加 8 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面积达 103 平方公里，较 2015 年增加

19.16平方公里，我市已进入以城市为主导、城乡统筹发展新阶段。

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城市建设品质大幅提升

近些年，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重点

改革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完善，行

业治理能力显著增强。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改 革 全 面 展 开 。 我 市

印发《关于推进工程建设管理改革促进建

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部署推

进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完善工程建设组织

模式、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加强工程质

量安全管理、优化建筑业发展环境、提高

从业人员素质、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实

施“走出去”战略等重点改革任务。目前，

各项改革举措深入推进，建筑市场综合改

革 和 建 筑 劳 务 用 工 制 度 改 革 国 家 试 点 有

序实施，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持

续 深 化 ，建 筑 市 场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加 快 完

善，建筑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综合竞争

力明显提升。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持 续 深

化。我市印发《安徽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统筹推进

健全制度体系、设立综合服务窗口、实行

并 联 审 批 、应 用 审 批 系 统 、建 设“ 一 张 蓝

图”等重点任务，推动实施从立项到竣工

验 收 和 公 共 设 施 接 入 服 务 等 全 过 程 开 展

全流程、全覆盖审批改革。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全市房屋建筑和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等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事 项

由 74 项 减 少 到 55 项 ，审 批 时 限 压 缩 至 90

个工作日以内。

行政审批制度不断优化。我市推进“一

网、一门、一次”改革，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办

事流程，对 135 项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

理，实施以审批权限取消、下放等为主要内

容的“五个一批”改革。已取消审批事项 19

项，下放 63 项，保留实施的政务服务事项全

部进驻政务中心“一窗”办理。行政审批效

能大幅提升。资质资格证书电子化加快推

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持续加强，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建设，作出
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城市建设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
“十三五”以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抢抓

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历史机遇，坚决打赢“三大攻
坚战”，大力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着力改善城
乡人居环境，全市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

滁城中都大道。
滁城金燕小区改造后的市民文化乐园广场。

安居惠民 大笔如椽书锦绣
全媒体记者包增光

城市的核心，是人。

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

设还是老城区改造，我市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

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

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

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

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

位，我市不断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城镇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认真贯彻落实“稳房

价、稳地价、稳预期”的目标任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住房销售行

为的通知》《滁州市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办法》等 10

余项政策文件，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严厉打击违规

销售、违规交房、收取团购费等违规违法行为，推动房

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投资 100万元开发全省首个针

对“二手房交易”的存量房交易管理服务平台。截至

2019 年底,滁州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37.4平方米,较 2015年末增加 2.1平方米。

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着力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加大公租房保障力度，先后出台《滁州市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暂行办法》《滁州市市本级关于进一步加快公共

租赁住房分配实施细则》《滁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货

币化保障工作实施细则（暂行）》《关于调整滁州市本级

公共租赁住房市场价租金标准及特定群体准入条件的

通知》，将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新就业无房职

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新招录的定向选调生等群

体逐步纳入保障范围，充分发挥住房保障在解决群众住

房问题上的“补位”作用。全市累计建设公租房 5.1 万

套，已全部竣工交付并分配入住。实行实物配租和租赁

补贴并举，“十三五”期间，公租房实物配租4.96万套，发

放租赁补贴 1.5万户。全市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基本实现依申请应保尽保。

棚户区改造惠民圆梦。我市严把棚户区改造范

围和标准，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充分发挥棚户区

改造在改善民生、补齐短板、扩大需求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十三五”期间，全市累计改造棚户区 9.11 万户，

基本建成 6.18 万套，帮助 26 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

楼”，圆了安居梦。“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改造 6.5 万套

棚户区目标提前 1年实现。

老旧小区改造添彩增光。市委、市政府将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纳入“为民办十件实事”强力推进，全面改

造提升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累计完成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156个，面积 360.43万平方米，总投

资约 9.83亿元，受益群众 36838户。

物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滁城物业管理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以区为

主、街道负责、社区配合”的属地管理责任机制。出台

《滁州市物业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进一步夯实滁城居

民小区物业属地管理责任。先后制定了《物业收费管

理办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等级标准》《物业企业退

出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十三五”末，物业管理覆盖率

达到 90%。打造“红色物业”小区试点并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已有 565 个小区、125 个业

主委员会、150家物业企业成立党组织。

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住有所居取得新突破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创新
行业治理能力显著增强

滁宁城际铁路汊河段。 清流河全景。

改造后的滁城北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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