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化工围江”蝶变“江豚逐浪”

12月23日，宜昌市点军区卷桥河湿地，
鱼戏蒲动、水禽嬉戏。

这里是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实施规划项目，总面积约
197.98公顷，其中新增绿地面积195公顷。

试点通过种植香蒲、千屈菜、梭鱼草等亲
水品种，利用水生植物培育微生物消解污染，
修复湿地面积155公顷，恢复了卷桥河湿地
生态系统功能。

观鸟台、鸟类科普长廊、湿地滩涂体验
园、雨水花园、疏花水柏枝展示园、珍惜植物
园、滨水科普平台、生境体验花园等设施，也
为居民参与展览、实地观察、主题科普等活动
提供了场所。

宜昌是长江中游的起点，境内长江径流
232公里，拥有岸线536公里。

宜昌市猇亭区，长江边的灯塔广场，散步
骑行的市民来来往往。过去，这里曾是喧嚣
的磨盘货运港口，散装煤炭堆积如山。2018
年，磨盘港口码头拆除，在长江大保护的生态
修复中，昔日脏乱货场，摇身一变成为如今

“网红”打卡地。
作为长江宜昌段滨江生态修复的重要节

点，灯塔广场总计修复长江岸线8公里，主城
区滨江绿廊一路延伸至猇亭古战场，串起50
里滨江岸线风光。

2022年，宜昌获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国家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
市，长江出境断面总磷浓度较2017年下降
60.2%，稳定达到Ⅱ类水质，城市黑臭水体全部
消除，被誉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指标生物”的江
豚长期安居宜昌，“化工围江”蝶变“江豚逐浪”。

12月11日，家住香格里拉小区的市民谭
莹驾车从西陵二路出发，经互通立交转道三
峡大道，到伍家岗桔城路下匝道，仅用22分
钟，就接到了刚出火车站的武汉客户。“有了
互通立交后，办事效率高多了。”她说。

宜昌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涛介绍，
随着“四纵六横”快速路网体系初步建成，宜
昌中心城区快速路累计通车总里程突破170
公里，居全省同类城市首位。

10分钟上下快速路、20分钟跨组团、30
分钟进出城，便捷的出行体验，正在改变市民
的生活方式。市民向飞家住伍家岗区华鹏梧
桐邑小区，父母住在西陵区吾悦广场附近，全
程快速路通行，只需要21分钟。“以前老叫外
卖，现在上父母家吃饭，跑得更勤了！”

在宜昌，“快速公交+慢行系统”的绿色出
行交通体系，带给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我已经习惯乘坐BRT上下班，私家车只
有出市区时才开。坐BRT不用等很久就有
车，走专用道还不怕堵车。”乘客望先生说。

BRT是快速公交系统的简称。2015年
起，宜昌公交发展以“走廊+支线”为特点的
BRT，运营速度是普通公交的2倍。BRT运
行后，中心城区公交站点500米半径覆盖率
达 100%，市内 90%区域进入 30分钟生活
圈。宜昌中心城区日均约减少5万辆机动车
出行，步行、自行车出行量较之前增加约
50%。

宜昌BRT也获世界可持续交通奖，成为
湖北首个、中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重构交通格局——

市民畅享30分钟出行生活圈

伍家岗区张家坡社区航道小区，83
岁独居老人邓正香在家里晒太阳。

邓正香对家庭适老化改造称赞不
已。电灯开关由原来约1.5米高降至1
米高，触手可及；客厅大门安装了扶手，
方便进出门换鞋；厨房安装了燃气报警
器；卫生间改装了折叠推拉门……

近年来，宜昌市聚焦社会老龄化问
题，将特殊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纳
入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入户上门访
民情、听民声，提升困难群体和老年人
的生活便利性。

居家适老化改造实施对象家庭，在
补贴范围内采取“一户一策”，改造明细
清单共含24个基础类和14个可选类。
基础类项目主要满足老年人家庭基本
适老化需求，可选类项目根据老年人家
庭意愿，提供自主付费购买适老化改造
项目和老年用品。

自2021年起全省推进实施老年人
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以来，宜昌聚焦群

众关切，居家适老化改造完成率始终保
持在100%以上。

去年5月，来宜昌务工多年的胡后
林一家，如愿搬入宜昌高新区东锦苑小
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新房先租后售，既
减少了购房压力，也不用担心租房被退
租，今年终于安定下来了。”他说。

去年，宜昌邦普公司利用园区配套
用地，新建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只
要员工满足相应条件，即可拎包入住。
目前，已有约1500人入住。大学毕业
入职邦普的宜都姑娘伍小颖，去年暂住
白洋青年公寓，今年乔迁“新居”，通勤
更近，条件更好。

宜昌为我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重点城市，目前累计筹集房源1.3万套，
保障1万余名“新宜昌人”在城市落脚安
家。2023年，宜昌指导县市加快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经验，被列入住建
部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可复制可推广
经验清单。

加快适老化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生活有温度，城市才有温度

“通过网络上报，碎石当天就清理
干净了。”宜昌市西陵区窑湾街道居民
王莹，在人行道上发现一处碎石，行人
容易绊倒。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打开

“宜格服务”微治理平台，在线上报反映
问题。

很快，她在手机上收到管理员的回
应，社区服务团队迅速到现场修复。

近年来，宜昌一直致力探索如何为
居民提供更便捷、更丰富、更精细化的
服务，用数据定义城市、用软件构建城
市，依托城市大脑构建智慧社区，为基
层治理赋能。

2020年以来，宜昌建设全市掌上社
区服务中心“宜格服务”智治平台，以社
区书记、党员、网格员为骨干，统筹社区
民警、社区医生、法律顾问、物业公司等
力量，组建社区服务团队，居民可通过

“宜格服务”平台，与服务团队直接在线
沟通，小事不出网格即可解决。

2021年11月12日，宜昌“城市大

脑”数字底座正式上线，智慧宜昌建设
迈入新阶段。构建城市大脑，推进各类
数据资源全量汇聚、共享融通，推动政
府运行一网协同、民生服务一网通办、
市域社会治理一网统管。

三峡（宜昌）大数据产业园是宜昌
城市大脑建设的重要数据支撑。大屏
前，工作人员轻击鼠标，全市重点路段
交通状况和地质灾害监测点等城市运
行情况一目了然。

基于数字化建设，依托城市大脑、
社区“微脑”，基层社区可在“宜格服
务”、居民微信群中建立居（村）民线上
议事厅，构建“指尖上的协商”新模式。

“宜格服务群”里，网格员为小区或
楼栋群主，民警、医生、法律顾问、物业、
下沉党员干部、人大代表等均作为“社
区服务团队”入群。

目前，该市共有 152.15 万居民入
群，已覆盖全市90%以上家庭，加快实
现“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

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

百姓生活尽在“掌”握

生态市民日主题活动。

卷桥河湿地稻田音乐节。

规划师进社区研究老旧小区改造方案。

环境整洁、道宽路净、停车有序……走进
宜昌市伍家岗大公桥片区，目之所及，清新井
然。

今年7月，伍家岗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开工，涉及10个社区、27个小区、4169户小
区居民，包含老旧小区建筑物屋面、外墙、楼
梯等公共部位维修，室外配套基础设施、环境
配套设施改造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配套建设。

宜昌推动小区党支部或党小组全覆盖，
在违建拆除、资金筹措、长效管理等方面充当
先锋。

嘉明花园小区在党支部书记、业委会主
任王小萍带领下，280户居民自筹了138.9
万元改造费和物业管理费，发动居民自筹
260万元加装电梯6部，实现“菜园”变“花
园”，小区自治经验被写进中央党校教材。

共同缔造是最大法宝——聚焦民生需求
和群众期待，宜昌引导各类资金、实物、智力
等要素资源不断聚集，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前怎么干、改造中怎么建、改造后如何管”提

供了系统解决方案。
黄龙小区发动居民、政协代表、共建单

位、社会力量等共同参与小区改造，拆除违
建1000余平方米，新增幸福食堂、党群中心、
休息凉亭、文化长廊、楼面绿化，变身书香小
区。

治管并举是根本保障——“改”是手段，
“治”是目的。汲取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的教训，宜昌树立系统思维，将“治”干在前
面，改造之初就后期管理模式及收费标准征
求居民意见，引导居民结合实际选择物业管
理或者居民自治管理模式。

改造完成后，将移交管理作为落实以奖
代补资金前置条件；移交管理后，原有由政府
承担的环卫、保洁等工作有序退出，实现自己
的小区自己管。

宜昌老旧小区改造，已连续2轮纳入全
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资金共同分
担、发动群众参与等2项政策，入选住建部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

共同缔造、治管并举——

让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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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宜昌，迈向中国人居环境示范城市

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宜昌是“大国重器”三峡工程所
在地，先后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十大秀美之城等称号，素有“宜人之城、昌盛之地”
的美誉。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近年来，宜昌全面对标中国人居
环境奖创建要求，以建设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为引领，充分运用美好环境
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理念和方法，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不断提升城市
人居环境和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宜昌宜昌，，一半山水一半城一半山水一半城。。（（袁立钧袁立钧 摄摄））

改造后的沙河片区全景改造后的沙河片区全景。。

峡州大道港窑路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