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紧日子”换百姓的“好日子”

齐家滨

常州是一座人杰地灵、产业发达、交通便利、民生领先的苏南发达城市，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创造了

“全国中小城市学常州”的样板。从黄海之滨的日照来到长江之畔的常州，接过常州事业薪火相传的“接

力棒”，踏上高质量发展的“新赛场”，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大

力弘扬“勇争一流、耻为第二”的常州精神，让城市更美好，百姓更幸福。这份“更上层楼”的期盼，让

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访一访，向“大板房”开刀

用脚板丈量城市，亲自去街头巷尾探知坐在办公室里看不到、听不到的事情。利用周末，我走访了一

些建设于上世纪 80年代的老小区，实地看一看居民楼结构、小区内部道路及相关基础设施。斑驳的裸露管

线、渗漏的墙体、脏乱的楼道环境时不时映入眼帘，与周边的新建小区形成了强烈对比。

小区住户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三五成群在闲聊，我就上前和老人家凑到一起“拉呱儿”。

“这位师傅口音不像本地人，刚到常州吧？”

“对，我是山东来的新常州人。几位老师傅，这小区居住环境你们觉着咋样？”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痛陈生活不便之处。比如，小区设施不方便老年人，车辆乱停乱放，基础设施

缺乏修缮，增设电梯申请程序繁琐且成功率不高，等等。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作，又是发展任务，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的城建工程，更是改善

市民人居环境、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民心工程。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我们必须

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出实招、下功夫整治老旧小区，推动老城区居住品质、生活环境显著提

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通过住建、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部门了解到，老旧小区整治问题曾多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因种

种原因未能全部实现，成了历史遗留“老大难”问题。其中，“大板房”问题特别值得关注。这种住房主

要建成于上世纪 80年代，因成本和技术条件所限，由预制钢筋混凝土大板拼合焊接而成，使用年限短、抗

震设防标准低、居住条件较差、雨水渗透现象普遍，给居住的安全性、舒适度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和影响。

“大板房”涉及 8个小区共计 87栋 3619户，总建筑面积近 22万平方米。

摸清情况后，市委迅速成立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进专班，由分管市领导牵头，按照“专班领导、

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组织实施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

拿出小区附近地块、按照商品房建设标准，优先落实异地安置房用地，再逐个对“大板房”进行治理。按

照计划，今年底将完成异地安置房开工建设工作，明年底完成建筑主体结构结顶，到 2022年底完成交付工

作，彻底解决“大板房”这一“老大难”问题。



“让常州人民过上好日子”，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用有限的财力和资源多办顺民意、

解民忧、增民利的好事，让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用精打细算的“紧日子”换来百姓实实在在的“好

日子”。这是职责，也是使命。

走一走，走出管理权限下放

用脚板走好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在市中心散步时，冷不防脚下绊了一下。定睛一看，原来是

人行道的老树根凸起，“倔强”地顶破了道板，形成了一个高出地面 10公分左右的“绊脚石”。恰好有市

民路过，也反映说被树根顶起的道板不在少数，时常有不注意脚下的路人“中招”。听闻此言，我不禁想，

这事应该归谁管？难道就管不好吗？

小道板，映射出城市管理“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现状。由于大量城市管理权限集中

于市级，而直面问题的区、街道则无法第一时间处置，出现了“泾渭分明”的尴尬情况。

城市之美，既靠天生丽质，也需精心装扮，下绣花功夫。常州有着美丽的城市颜值，但对比先进城市，

还有不少提升空间。比如，城市天际线、主干道两侧立面等缺乏规范设计，道路护栏不一致，高架沿线环

境不整洁，等等。这些事貌似很小，但只有处理好这些“郎闲芝麻盐”，才能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心里想

着谁、手上干着么”。

小道板牵动大改革。通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实地调研、部门座谈、政策拟定，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关

于下放部分市级建设管理权限的方案》，明确要求经过一个月过渡时间，将相关权限全部下放到位。中心

城区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接得住、运行顺、服务好”的要求，尽快做好事权承接，打造标杆，见到

成效；市级部门放权让利、转变职能、理顺关系、提高效率，以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绣出城市品

质品牌。与此同时，我们趁热打铁，对地铁 2号线沿线和总长 70公里的城市高架沿线面貌开展了综合整治，

并对人行道修缮、道路景观绿化进行标准化管理，形成几个样板示范。逐条街道、逐个片区整治，半年初

见成效，一年大有改观。

闻一闻，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在江边实地走访时，仍有个别地方怪味异味扑鼻而来。有群众抱怨：“有

条件在城里买房的都走了，江边这味道，真的是没法住下去。”作为执政一方的“父母官”，我深感汗颜，

更感责无旁贷。

近年来，常州在长江大保护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相比，还有差距。如“化

工围江”难题还未能有效破解，长江大保护的特色亮点还未能明显展现，少数园区河道、沟渠水质还不能

稳定达标，园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压力仍然较大，等等。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的精神主线和

实践要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伟大事业。市委成立了长江大保护工作专班，我领办了长江大保护重点提案，严格落实“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以最大的决心、最坚决的态度推动长江大保护工作。

我们把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上压倒性位置，加大对沿江化工污染、船舶污染等突出问题的整改力

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解“化工围江”难题，打造“一区一带三廊”生态格局。列排关停企业 35家，明



确化工园区不再新批任何化工项目，确保只减不增。年内，全面完成 35家企业关停签约任务，目前已停产

30家；凡是散播异味、排放不达标的企业立即落实停产整顿；在确保安全环保的前提下，沿江 1公里范围

应拆尽拆、应拆快拆，6月底沿江 300米连片覆绿，8月底前基本完成沿江 300米（重点节点 500米）内土

方堆坡和湿地系统土方建设，到年底完成 1250亩腾退覆绿任务，确保长江大保护呈现新亮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常州历来十分重视增进民生福祉，每年用于民生

的财政支出超过 75%，形成了一系列特色、亮点、品牌。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缺不缺”问题，更要关注“好不好”“优不优”问题。前不久，省委就遵循新发

展理念、持续排查解决突出民生问题，专门召开会议作出全面部署。我们将聚焦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

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八个更”，抓紧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实施清单，把群众关心的“身边小事”

作为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一以贯之、一抓到底、精耕细作每一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成为现实，让城市更温情、生活更温馨、市民更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