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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城市：绿色家园 人居福地

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树木郁郁
葱葱，空气特别清新，花香和青草的
香味夹杂着一丝清爽的风儿迎面扑
来，让人备感放松和陶醉……“现
在，身边的生态美景越来越多，随手
一拍就是大片。”生活在呼和浩特的
刘先生说。

6 月 18 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自 2022 年，呼
和浩特市被正式命名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为全力巩固提升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继续在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上持续发力。呼和

浩特市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管控率
一直保持 100%，全市污染地块安全
利用率达到 100%。全市森林面积达
到 594 万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23.01%。蓝天白云、水清岸绿、繁星
闪烁已经成为了首府的新常态。

入夏后，众多呼和浩特网友在
网上参与到“晒晒我的‘家乡蓝’”活
动中。“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家乡的
美景。”网友 solomon 表示。据了解，
呼和浩特市稳步推进自然保护区监
管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全区率先
开展盟市级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工

作，并启动《呼和浩特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规划》 编制，同时举办主题为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物种
保护”宣传活动及 《守护·自然·和
谐》主题展，增强广大群众保护野生
动物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让人们深
刻认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维护自
然生态平衡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的重要性。

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监察
执法效能，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
依托生态环境智慧监管综合平台，
实现监测监察执法向“规范化、精细

化、效能化、智能化”转变，加快构建
碳达峰碳中和“1+N+X”政策体系，
11 家发电企业进入全国碳市场履约，
助推“六大产业集群”绿色化发展。

据悉，下一步，呼和浩特市生态
环境局将围绕“巩固首府生态文明示
范市创建成果”之一主线，坚持生态
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全面提升
首府生态能级，描绘呼和浩特休闲的
绿、清新的绿、蓬勃的绿，建设生态宜
居之城，共同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美丽画卷。

（刘芳 侯婧慧）

城市的新面貌，不仅体现在一座座
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呈现在温馨有
序的老小区、井井有条的旧街巷。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以老旧小区改
造为抓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住宅破旧、
排水不畅、道路破损等问题进行“一院一
策”改造，实现了老旧小区颜值和居住体
验感“双提升”。

回民区沿河港湾小区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居住着 234 户 453 人。由于小
区年久失养，外墙脱落、消防等相关配套
不足、下水管道堵塞、道路破损、停车不
规范等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小区居民。

“路平了，墙新了，连楼道都清爽干
净了。”优美的环境让小区居民陈阿姨连
连称赞。小区改造涉及道路整修、公共照
明亮化、停车位设置等多方面，整个小区
的改变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老旧小区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什么
程度？直接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围
绕老旧小区改造相关问题，我们始终坚
持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
应’作为工作标准，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努力做到‘一区一把脉、一楼一 方案’，

不搞‘一刀切’，真正做到为群众办实事、
谋福祉、解难题。”赛罕区人居中心工作
人员张永祥告诉记者，面对多元的利益
需求、复杂的矛盾问题，赛罕区把征求意
见、倾听民意、精准实施放在首位，通过

“一楼一策、一小区一方案”，整合施工资
源与施工力量，确保项目实现“最大功
效、最小扰民”的目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老旧小区改
造中，呼和浩特市大胆探索，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做到改造
前问需于民、改造中问计于民、改造后问
效于民。

老旧小区改造一小步，民生改善一
大步。据了解，2023 年，呼和浩特市将完
成 309 个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毫沁营、西
古楼、保全庄、双树等 7 个棚户区改造。
完成 139 公里老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
5.1 万户居民室内燃气立管改造。实施
34 公里供热管网互联互通工程。改造积
水节点 34 处……随着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将
实现华丽“蝶变”。

（刘军）

GUANZHU8 关注

日前，在呼和浩特市万通路下穿
科尔沁快速路的施工现场，叮叮当当
的敲击声划破寂静。伴随着整座城市
的苏醒，机器轰鸣声阵阵入耳，火热
的工地奏响建设最强音。

这样的热潮，遍布呼和浩特东西
南北的路网建设中———

从穿城而过的地下通道，到宛若
游龙的高架路，再到地下轨道交通，
以及纵横交错的主干道路和越织越
密的小街巷……近年来，或改造拓
宽，或延伸贯通，呼和浩特正在加快
打通一个又一个城市交通“堵点”，积
极构建现代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
加快推进一批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加紧城市快速路网施工建设，有
序打通城区“断头路”，科学规划，新
建续建市政道路，城市交通循环形成
快速路、主次干道和乡村道路的路网
系统。同时，地铁、公交、共享单车等

公共交通逐步完善，让市民出行更加
便捷。

立交桥
让城市交通走向立体

一“桥”飞架东西南北，串起满城
繁华。作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建设项目
和重点民生工程，巴彦淖尔路改造提
升工程项目、三环路建设工程、金盛
快速路昭乌达路段等已相继完成建
设节点。一座城市的发展与其交通发
展是紧密衔接的，随着城市战略的不
断调整和优化，以及城市能级的不断
提升，城市快速路网格局也在不断优
化。“一横、两纵、四环、三枢纽”路网
组成的“经纬线”，如同支撑城市空间
的“骨骼”和“动脉”，不仅进一步完善
了呼和浩特市路网体系，还将呼和浩
特东西南北发展的多个区块更为紧

密地串联起来，使得内通外联的能力
大幅提升。

路网“织”密
让通勤便利物流通畅

打通“断头路”，是解决城市发展
堵点、难点、痛点的重要民生工程。今
年，呼和浩特市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
质，计划打通满洲里路、阿荣路、惠民
街等 31 条市政道路，畅通城市的

“毛细血管”，公路网越织越密，不仅
方便了市民通勤，也提升了物流运行
效率，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

民之所盼，政之所系。今年呼和
浩特市计划新建续建市政道路 50
条，实施主次干道街面整治 28 条，
改造背街小巷 140 条。与此同时，呼
和浩特市乡村道路建设也不断完善，
从乡村到城市，条条贯通的道路让村

民出行更便捷，物流通畅，让乡村好
物走出去。

公共交通
让城市经脉更活络

支撑城市空间发展布局，改善交
通出行环境，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是关键。近年来，我市不断提升公共
交通服务能力，呼和浩特地铁 1、2
号线开通运营，“公交都市”的打造，
不断新增的共享单车、助力车等等，
打通了城市交通的“动脉”，疏通了城
市车流的“毛细血管”，让市民出行更
绿色更便捷。

大道通衢，纵横通畅。时下，呼和
浩特对城市路网的“编织”还在继续，
目的就是要让城市道路通畅起来，让
这座城市里的人幸福起来，让城市成
长的脚步快起来。 （许婷 王英）

蓝天白云、水清岸绿、繁星闪烁

提升生态能级 建设宜居之城

从本期起，“强首府”工程建设巡礼推出“五宜”高品质城市展示，第一期关注
“宜居”。打造“五宜”高品质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建设现代化首府的大目标和大手笔。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方可幸福。
“宜居”位列“五宜”之首，充分表明居住条件、居住环境及其改善优化是城市发展的基点。本报通过各类“宜居”故事，以及居住
小区的展示，反映“宜居”怡人惬意的独特风景，诠释“宜居”的深刻内涵，希望形成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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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交通 唯快唯便

立交桥串起东西南北 公交车联通大街小巷

人居环境更优
幸福指数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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