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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江苏新沂为例 

王燕 

【摘 要】：江苏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优势明显，滨水生态园林特色突出，城市环境美丽宜居。本文以新沂美

丽宜居城市建设为例，梳理了新沂在城市建设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对美丽宜居城市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进

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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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宜居城市建设是贯彻和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新沂精细化治理城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2020 年 6 月，新沂市是苏北唯一被列为江苏省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综合试点城市。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的方法和路径，为加快

江苏美丽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了试点经验，为江苏美丽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了“新沂案例”。 

一、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实践经验 

1.加强党建引领，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党建引领，凝聚合力。开展党员“三亮三带”活动，帮助解决物业管理、社区环境、服务提升等问题。打好基层组织建

设“组合拳”，全面深化“建村部、强支部”以及社区“提质达标”工程。近五年，新建和改扩建党群服务中心 228个。新沂市

人民法院“六个引领”党建工作法在全国推广。一批有影响力的党建工作品牌的打造，实现了党建与社区基层治理的高度融合，

对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对形成社会治理新格局释放了党建效能，增强了基层组织“向心力”。 

创新体制机制，齐抓共管。新沂市选派 461名优秀政法干警担任村级“法治书记”，对接 282个村 2280个组 890个重点户，

一对一提供法治服务。打造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实现网格治理“全程全时、反应迅速、高效有序”。在镇、村（社区）全部建

成协商议事会，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在农村，村级协商民主议事会的建立推动了村容村貌和乡风民风的华丽蝶变。加强党建引

领，创新体制机制，为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政治保障。 

2.做实转型出关，聚强发展动能 

实现产业转型，提升产业层次。建设美丽宜居城市，需要有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产业结构作支撑，提高生态产业发展

水平。近年来，新沂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全力推动产业迈上中高端。加大实施“钟吾英才”计划招引力度，以人才的集聚促进经济体系的发展。 

实现产能加减，促进优胜劣汰。一方面，在“高端产能、绿色产业”上持续做加法，推动优势企业向“高峰”挺进，传统产

业向“高端”攀升，新兴产业向“高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向“高质”迈进。另一方面，在“低效供给、低端产能”上坚定做减

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依法关闭取缔多家化工企业和“散乱污”企业，从源头上为生态环境减负。做实转型出关，聚强发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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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3.营造滨水园林，彰显城市魅力 

建滨水绿地，促水绿交融。作为江苏省生态园林城市，新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自 2009年起，新沂全面

启动城市水体整治工作，通过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雨污分流等国内先进技术对城市内河系统性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通过

实施控源截污、推进内源治理、开展疏浚活水、强化生态修复、常态长效管护等多项举措，水体整治走过了一条漫长的从清淤疏

浚到雨污分流再到生态修复之路，城区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体整治为修复区域内生态环境，建设滨水绿地打下了良好的生态

基础。 

重园林特色，绿区域空间。新沂在加强滨水绿地建设基础上，全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景观长廊和绿色空间，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出门见绿、亲近自然”的生态需求。按照“一街一品、一路一景”的原则，宜绿则绿，打造错落有致、层次分明、自然流

畅、四季多彩的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和城市绿道。积极挖掘城区零散空间，拆违补绿、见缝插绿，合理布局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

多形式、多层面增加城市绿化量。营造滨水园林，彰显城市魅力，为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擦亮了最靓丽的生态底色和魅力基

底。 

4.做美人居环境，夯实宜居基础 

整治公共空间，改善城乡环境面貌。用“绣花”功夫巧用力、细雕琢、抓持续，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综合治理。整治农村人

居环境，打造全域美丽大花园。开展农村公共空间治理，拆除违章搭建，一个个公园化、果园化、菜园化的村庄建设呈现了苏北

乡村的时代风貌。近两年，累计清理村庄内公共空间 280 万平方米，栽植各类苗木 1100 万株，实现了“以绿治脏、以绿治乱、

以绿美境、以绿兴产”。 

加快设施建设，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搞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加强城区市政桥梁道路建

设，打通断头路，疏解拥堵点，建立功能分明、层级有序、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在沿河公园、滨水绿地构建城市慢行系统，

将机动车道、自行车健身道、滨河游步道贯穿全程，分散设置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科学布局科技馆、水文博物

馆、新华书店等科普教育场馆，做美人居环境，夯实宜居基础，为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空间载体和品质保障，提

升了市民生活品质。 

二、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 

1.城市空间载体不完备，承载能力有短板 

近几年，按照“中等城市”的发展定位，新沂市政基础设施发展速度很快，城镇空间格局不断优化。但建筑年限久、卫生脏

乱差的棚户区依然存在，老城区普遍存在雨污分流改造不彻底，供水、供气、地下管网等配套设施老化的现象，市政基础设施仍

存在精品不够多、配套不健全、功能不完善、综合承载力不强等短板。近几年，汉锦城、花厅水街、新悦广场、吾悦广场和体育

场、文博广场等各种综合体相继投入使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民的消费需求。但受商业综合体规模小、数量不多的限制和新沂

人口基数少、商业氛围不浓厚的影响，新沂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大部分女性会选择周边地级市或省会购买品牌服饰和化妆品。城市

空间载体的不完备，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对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体验带来很多影响。 

2.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治理水平待提升 

市民环保意识欠缺、生产生活方式有待提高。社区治理存在居民自治思想认识不到位，自治能力不强，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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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偏低，智慧化程度不高，甚至缺失。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完善，

截至 2021年底，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中心在新沂仍未建成，长期照护保障体系不健全。在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方面也不

够，新沂美丽宜居试点城市建设项目点多面广，资金量无法满足，项目难以专门立项，项目建设资金和市政基础设施管护资金得

不到有效保障，政府采购手续繁琐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工程进度。 

3.城市服务功能不完善，宜居舒适需加强 

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加快，新沂城市现代化气息日益浓厚，但在硬件设施和服务功能等方面还有待完善。比如，老旧小区的体

育器材、休闲娱乐空间、冬季供暖，新建小区的设施不完备等问题都影响着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新沂城市规模不大，两轮和三轮

电动车是市民最常用的出行工具，但小区内有限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和固定充电桩的极度缺乏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私拉乱

接电线现象比较严重，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随着新沂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郊安置小区和商业化住宅不断涌现，周边商场超

市、农贸市场、公园等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备问题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宜居体验。 

4.城市人文特色不凸显，城市品位有欠缺 

一座城市文化气息的浓厚程度，往往决定该城市的品位与宜居性。新沂有“东方土筑金字塔”之称的花厅文化。孔子、文天

祥、徐霞客、孙膑、庞涓、乾隆皇帝、蒲松龄、刘墉等历史人物都曾在新沂留下印迹。新沂剪纸、蓑衣、柳编、东路柳琴、唢呐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但这些历史文化很少被应用到公共建筑、市政设施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宣传、普及，商业应用和文化浸染上也有欠缺。缺乏浓厚文化底蕴的新沂难免少了一份独有的城市气质。 

三、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的对策 

1.显特色布空间，筑就城市发展载体 

强化顶层设计，将生态宜居的理念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充分考虑新沂经济发展状况、人民

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新建住宅小区规划设计要充分满足居民的需求和便利，突出新沂城市山、水、建筑和人文特色，厚植文化

底蕴，着力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实现多元消费的融合，把商场、社区建到公园里，实现“人、

城、境、业”的和谐统一。针对新沂目前尚未形成人气高和聚合力强的大型消费核心区域的现状，应加快建设具有集聚功能的城

市商务业态，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吸引农村人

口向新沂城区转移和汇聚。 

2.多举措全方位，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首先，关注人的城市化，提升市民素质。随着新沂城市化和棚改项目的快速推进，提高拆迁安置小区居民和进城农民的文明

素养尤为重要。要通过各种媒介大力宣传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的意义，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倡导市民形

成文明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其次，大力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积极性。继续推行“积分制”等多种形式提升居民自治积

极性，引导社区居民自觉参与新沂美丽宜居城市共建。在老旧小区改造上，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引资、群众出资的共建共管共享

的模式，积极探索“微治理”“微更新”等有效模式，提升居民的参与感。再次，多措并举，优化城市治理机制。如提高城市建

设智慧化，实现高效便民服务。完善物业公司准入和淘汰机制，打造标杆物业示范项目，提升全市物业服务水平。加快建立医养

融合养老新模式的步伐，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多措并举，以城市建设高水平提升新沂城市的“品质指数”和新沂

市民的“幸福指数”。 

3.高服务善经营，塑造群众美好生活 



 

 4 

首先，加快新沂城市空间修补和功能完善，构建城市幸福生活服务圈。如健全城市“15分钟健康服务圈”“10分钟体育健

身圈”“5分钟便民生活圈”，构建社区群众文化生态圈，高效利用“迷你”的体育活动空间，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其次，优化

新沂城市服务功能，塑造城市细节之美。合理增设公园广场人行步道，在人口较密集、绿地面积较大的区域增加非机动车停车场

等功能服务设施，改造口袋公园。再次，坚持改造与改善并举，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因地制宜建设便民疏导点、群众

活动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要不断完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公共停车泊位和充电桩的有效供给，有

效解决新沂城市发展中的“城市病”问题，推动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 

4.著人文强底蕴，彰显城乡气质品位 

美丽宜居城市建设要着力提高居民在文化氛围、人文素质等方面的舒适性。将花厅文化、漕运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人文资

源融入城市设计和标志性建筑设计及老旧建筑立面改造中，强化城市风貌塑造和历史文化保护，充分彰显新沂特有的地域特色

和鲜明的城市文化气质。着力塑造“山水新沂”人文品牌，打造文化标识工程，让新沂这座城市更有内涵、更有味道、更具特色。

打造特色文旅融合商业街和滨水城市旅游精品线路，把新沂剪纸、蓑衣、柳编、东路柳琴、唢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商业服务

中，让东路柳琴等文化遗产成为新沂符号。在特色主题街区空间布局上，丰富文化内涵，注入文化特质，提升文化品位，为新沂

城市建设增添独特的文化符号。通过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努力打造更加富有品质内涵、近悦远来的美丽新沂、宜居

新沂，不断提升新沂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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