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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 作者 ] 孙吉春 

[ 单位 ] 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 摘要 ] 落实大连市委九届十次全会精神，围绕着服务与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精心做好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是城市建设者必须认真研究和

破解的重要课题。着眼大连市实际，城市建设服务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加快“大大连”城市

建设步伐，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摆在广大城市建设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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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委九届十次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大连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大大

连”建设，把大连建设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落实大连市委九届十次全会

精神，围绕着服务与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精心做好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是城市建设者必须认真研究和破解的重要课题。着眼大连市实际，

城市建设服务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加快“大大连”城市建设步伐，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摆在广大城市建设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一、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健康和谐发展综观国内外城市

发展的实践，城镇化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连市城

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一批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强支撑力的小城镇快速发展起来。小城镇功能迅速完善提高。全市城镇的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72％，燃气普及率42％，镇区人均住宅面积28平方米，人均绿地面积4.2平方米，水、电、路、市场等基础设施也有了长足的发

展。皮口、复州城、炮台、三十里堡、杨树房、长兴岛等中心城镇成为全国示范镇。城镇功能的提高和支柱产业逐渐形成，对周边农村的

辐射能力和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会不断增强，营造了政通人和的良好社会氛围。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连市城镇规划建设整体水

平不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支柱产业尚不够发达、同中心城市相比落差较明显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当前，解决好这些问题，首先要精心

做好小城镇发展建设规划，目前我市63个小城镇尽管都编制了建设发展规划，但规划水平较高的只有20个。因此，必须下工夫提高规划的

覆盖率和水平，为城镇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蓝图和依据。其次是搞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和提高其城镇功能。再次是提高

农民工素质，对农民工进行建筑劳务技能培训，2002年以来培训的农民工95％以上转移到城市从事建筑劳务工作。另外，在政策、财力、

智力、技术等方面还要继续向乡镇建设倾斜，努力缩小城市与乡镇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实现中心城市建设与

乡镇建设的协调发展。二、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国民经济和谐发展以供水、供气、供热、公交、道路、园林

绿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为主的基础设施和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为主的公共设施，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

件，也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步伐，并且

保证这些基础设施正常运转。一是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增强经济拉动力。今年市委、市政府确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00亿元的目标，建设

口确定了162个项目、196亿元的目标，比去年增加40％。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会进一步拉动全市经济的增长，而且会大大提升城市综合功

能。二是加快构建市中心区外环交通网。由于市中心区的地理限制，加之机动车辆的快速增加，市中心区交通干道的车流量已经基本饱

和，塞车问题日渐突出，出入中心城区也越显受阻。为此，需要加快建设市中心区外环交通网。外环交通网应该由3个路段构成：周水子

国际机场前至胜利路的大连西部快速路，市区通往开发区的跨海交通工程，星海湾至凌景大酒店全长10公里的亲海路。这些道路建成后，

就可以形成快速便捷的外环交通路网。三是规划建设“一横二纵”的地铁主体交通框架，形成与轻轨列车线路的有机连接。一横为东西走

向，由海之韵公园经中山路、黄河路至湾家村；两纵为南北走向的老虎滩经解放路至火车站、由星海广场至西安路、华北路至泉水新区。

轻轨、地铁主干线交通网的构建，既能助推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又能支撑“大大连”城市规划的实施。四是继续加大城市环境保

护设施建设。加快虎滩、泉水、马栏河二期工程、凌水等4个污水处理厂建设，力争用两到三年的时间使我市主城区的污水处理率达到



90％以上。同时，抓紧规划建设夏家河子和大连湾等区域的污水处理厂。五是继续加大泰山热电厂、庄河电厂、辽宁核电厂、甘井子热电

厂等能源项目建设力度。同时，合理开发利用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提高城市功能，支撑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也将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保障。三、坚持以人为本，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加快人居建设、优化人居环

境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重要载体。要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一方面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创造融合自然的生态游憩空

间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构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发展生态建筑，使人工建筑环境与其所在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相

互作用、相互协调，产生相对稳定的互为依存与循环的新型建筑。这就要求人们不仅仅关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更关注人与自然间的生态

平衡关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以及人居环境的建设方式对生态平衡的影响，从而使优化人居环境成为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建

立住房保障体系是优化人居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2005年至2006年基本完成市内四区及旅

顺口区、金州区、高新园区的223万平方米旧城区改造任务，使居住在旧城区的4.8万户、15.03万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加大经济

适用住房建设力度，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适合居住的房源。今后大连市将每年提供相当数量的中低价位住房，满足困难群众的住房需求，

今明两年要在确保每年建设5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基础上，再增加3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提高中低价位住宅在市场中的供给比例。

进一步完善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确保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水平。从2006年开始，廉租住房租赁补贴面积标准由现在的8平方米提高

到10平方米。扩大廉租住房政策救助范围，将现行的救助基本条件由人均住房使用面积6平方米扩大到8平方米，让更多的最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得到保障。同时，努力建设文明健康、体现亲情的社区，建设方便社区居民交流的场所和设施。指导做好物业管理工作，搞好社区

的环境卫生、绿化美化、保安、房屋维修等服务，创造和睦祥瑞的社会氛围。四、大力推进建筑节能，促进城市建设与资源节约的和谐发

展建设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不仅有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有着巨大的潜力。大连是一个能源资源匮乏型的城市，全市所需的一次能

源全部由外地调入。同时又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市，“十五”期间，大连市的经济发展以两位数速度增长，人口越来越多，对能源的需求越

来越大。大连市每年消耗能源总量1000万吨标准煤以上，今年预计达到1300万吨，其中煤炭约1300万吨，耗电120亿千瓦时。预测到2010年

我市能源消耗总量将突破2500万吨标准煤。据建设部测算，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能耗的28％，是能耗大户。因此，必须把建筑节能作为构

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措施抓紧抓好。一是把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建筑“四节”工作结合起来，大力推

进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在这方面，近几年我们作了不懈的努力和探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目前，大连市新型墙体材料占墙体总量

的比例由1990年的2.6％提高到74.4％，位居全国前列。今后，大连市将采取6条措施加大建筑节能的力度。1.通过加强建筑节能设计管理，

提高建筑维护结构标准，降低建筑物采暖和供冷能耗；2.推广热电联产、大型集中供热、水源或地源热泵等供热（冷）技术，加强太阳能

等新能源利用及供热（冷）系统智能控制，提高供热（冷）系统效率；3.推广使用节能灯等照明节能产品和其他节能用电设备；4.推广使

用新型墙体材料等低能耗建材，加强节水以及其他施工新技术推广；5.强化居住建筑节能，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加大对已有建筑的节能改

造，并逐渐向村镇拓展；6.开展建筑节材工作，推进产业化成品住宅建设。二是突出抓好节能省地型住宅建设，通过法制、行政、科技等

多种手段，在保证住宅功能和舒适度的前提下，在规划设计、建造、使用、维护全过程中，尽量减少能源、土地、水和材料等资源的消

耗，实现资源节约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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