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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4日
（逢周三出版）2020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

在福在福在福州州州举办举办举办
未来城市啥模样？《福州倡议》这样说

【福州晚报讯】10月31日晚，
参加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福州）
活动的嘉宾搭乘游轮，领略闽江
两岸风情，感受福州夜色魅力。

夜幕降临，伴随着秋日的习
习凉风，游轮一路向东，途经闽江
大桥、海峡金融商务区、鼓山大
桥、花海公园等地。在海峡金融
商务区的大型 3D 灯光秀中，建
筑、油纸伞、牛角梳、寿山石等福
州代表性元素轮番出现，编织出
一幅美丽画卷，展示了有福之州
深厚人文底蕴、幸福之城建设的
成就和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赢
得嘉宾点赞。

“闽江两岸夜色很美，令人陶

醉，让我想到上海黄浦江和广州
珠江沿线的夜景，从中也能看到
福州经济的繁荣发展。”游轮上，
不少嘉宾举起手机记录着榕城的
美丽夜色，来自云南昆明住建局
的嘉宾施韬就是其中之一，“昆明
和福州虽然一个是山城一个是沿
海城市，但其中也有许多可以交
流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今晚的闽
江夜游让我感受到福州包容、多
元的城市文化特征以及对自然的
热爱和认可”。

经过一天的论坛会议和夜
游，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综合
办公室副主任李军对福州的城市
建设和经济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灯光秀的设计，不仅包含了城市
的内涵，也自信地展现了福州的
人文气息和城市品质。”李军表
示，近年来，福州的城市变化日新

月异，城市建设更有“温度”，这也
十分契合今年世界城市日“提升
社区和城市品质”的主题。

（叶欣童）

【福州晚报讯】 10月31日，
在 2020 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
（福州）活动开幕式上，《上海手
册-21 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
南·2020 年度报告》中文版首发
仪式举行。

《上海手册》是世界城市日
的重要品牌，2011 年首版诞生。
2016年以来，按照每5年修编、每
年发布年度报告的模式，《上海
手册》的编写工作持续推进，迄
今已发布5个年度手册。

《上海手册·2020年度报告》
是今年世界城市日的重要成果
之一，主题为“提升社区和城市
品质”，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城市治理、文化、国际合作等六
大方面，诠释了社区建设与城市
品质的联系及两者对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深远影响，生动展现各
国城市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最新
进展，重申社区和城市对人类生
活的价值，同时积极回应《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
议程》对建设“可持续城市和社
区”的呼吁。

（孙漫 莫思予 叶娴）

【福州晚报讯】在 2020年世界城市日
中国主场（福州）活动中，福州市城市体检
信息工作平台作为优秀案例，在中国城市
建设案例展的“城市体检”展区展示。此次
展览集中了中国国内一批城市在发展过程
中的优秀做法，为其他城市的后续发展提
供借鉴。

就像每个人需要体检一样，城市的发
展也要定期体检、跟踪问效、动态监测，因
而有了城市体检工作。继去年入围中国首
批11个“城市体检”试点城市后，今年6月，
福州又被中国住建部选定为中国 36 个城
市体检样本城市之一。

在“城市体检”展区，福州和长沙、广州
一同亮相。据了解，3座城市共同参与了中
国住建部城市体检“3+3”工作模式，并由福
州市先行开展城市体检信息化平台试点工
作。在此次展览上，福州介绍了城市体检
信息工作平台相关情况。据了解，该平台
是福建省首个城市体检信息化平台。

福州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说，该
平台是福州市立足“建设有福之州 打造幸
福之城”的目标，从人文、生态、幸福、创新
等4个方面，形成的具有福州特色的7类、
53个指标的“幸福之城”评价体系，2020年
扩展到8类、63个指标。

据悉，这个平台可通过覆盖城市道路交
通、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水环境）、基础供
给（主要是电力、燃气、水）、防灾避险等领域
的监测体系，采集专业数据，精准发现问题，
支撑城市管理的相关决策，帮助城市管理者
总体把握城市发展质量。

未来，该平台以城市治理最小空间单
元——社区作为基本空间单元，横向可让
部门之间紧密互动、实现管理平台数据互
联互通，纵向可形成“市—区—街道—社
区”等多级城市管理部门的高效联动，促进
城市治理系统化、精细化、智能化。

（李锦清 文/图）

福州打造福建首个城市体检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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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首发

与会嘉宾在三坊七巷参观考察。

世界城市日参会嘉宾考察福州城市建设成果 幸福之城“福州模式”获点赞
【福州晚报讯】“福州可以好好

总结一下城市建设、人居环境品质
提升的‘福州模式’‘福州案例’，这
很有意义。”11月1日，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城
市实验室创建人与执行主任龙瀛在
福州考察后说。

来参加 2020 年世界城市日中
国主场（福州）活动的嘉宾们，11月
1日到流花溪、上下杭、三坊七巷和
晋安生态公园考察。他们表示，福
州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建设
有“温度”。

“福州水系治理经验值得
好好学习”

香积烟雨、流花叠影、荷印梦樱
……一个个诗意名字背后，是流花
溪沿岸串珠公园的一处处特色景
点。考察团的嘉宾们来到流花溪
畔，他们纷纷拿出手机，拍下“水清、
岸绿、景美”的画面。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崔永国说，流花溪从原来的黑臭水
体整治成如今的美丽公园，把“臭
水”变为居民家门口的“福水”，还保
留了文化遗迹，造福城市，造福百
姓。

他说，“福州水系治理经验值得
好好学习，期待福州为城市建设提

供更多更好的样本。”
流花溪的蝶变，是福州水系综

合治理的缩影。从 2016 年下半年
起，福州持续开展城区水系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

“这样的活态保护值得肯
定”

福州至今已有 7000多年的历
史文化积淀和 2200 多年的建城
史。离开流花溪，考察团先后来到
上下杭和三坊七巷。

“我将福州这几年的建设，称为
整合性保护，这开始了成功的第一
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客座教授、东南大学国际化示范学
院特聘教授夏铸九说。

利用都市空间，将居民日常生
活的公共空间和游客所看所享融合
起来，这是上下杭和三坊七巷都做
得很成功的共同点，“这样的活态保
护值得肯定”。

守住古厝，留住乡愁。多年来，
福州一以贯之，注重古厝的个性修

复和活化利用。

“晋安生态公园是中国城
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典范”

“晋安生态公园是中国城市人
居环境建设的典范。”参观结束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龙瀛，对
于由垃圾山改造而来的晋安生态公
园赞不绝口。

他说，这是很多参观者的共
识。评价晋安生态公园，可从三个
方面来考量：第一个是“自然”，可以
看到自然的地形和多元化本土植
物；第二个是“品质”，可以看到城市
建设精细化方面的设计、施工和管
理；第三个是“活力”，可以看到很多
老百姓全家来这里游玩，足以显示
公园的活力。

晋安生态公园是目前福州最大
的城市综合性公园，也是福州市“城
市双修”和“海绵城市”的示范工程，
为美丽福州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

如今，在福州鳞次栉比的楼宇
间，近年来新建的15个大型生态公
园、925 个串珠公园打通了自然山
水与现代都市的边界。生活在福
州，与公园为邻，与幸福相伴。

（林雅/文 林双伟/图）

世界城市日参会嘉宾乘船游闽江

榕城夜色惹人醉

参会嘉宾夜游闽江。 池远/图

【福州晚报讯】 10月31日~11
月 1 日，以“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
为主题的 2020 年世界城市日中国
主场活动在福州举办。

开幕式举行了《福州倡议》宣读
仪式和《上海手册-21 世纪城市可
持续发展指南·2020 年度报告》中
文版首发仪式。

“世界城市日”是中国在联合国
推动设立的首个国际日，已成为国
际社会宣传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
共同探讨构建宜居和谐城市、应对
城市化带来的各类挑战的重要平
台。2020 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
活动由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福
建省人民政府和联合国人居署共同
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10月31日，世界城市日中国主
场（福州）活动开幕，与会嘉宾围绕

“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的活动主
题，就城市建设、社区治理等城市发
展过程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达成一系列共识，在开幕式现场发
出《福州倡议》。这也是此次活动的
重要成果。

《福州倡议》认为，智慧城市是
城市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是科技
与城市的结合体，让城市更聪明一
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城市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必须把城市治理的
重心下沉到社区，把更多的资源、服
务、管理延伸到社区；生态是城市发
展的最美底色，提升社区和城市品
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既要重视城市发展，更要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文化是一座城市的
灵魂，是城市内涵的体现，必须保护
好历史文化遗产，守护好城市的

“根”和“魂”，让传统与现代交相辉
映；安全是城市发展的底线，必须把
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高
质量的城市安全系统，打造韧性城

市。
《福州倡议》指出，坚持共建共

治共享理念，加强数字城市、智慧城
市建设，完善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融入城市治
理、市民生活中，延伸到每一个社
区、每一个家庭；坚持生态优先理
念，发展绿色经济，推进节能减排，
开展生态修复，倡导绿色生活，构建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
式，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坚持传统
与现代统筹兼顾，加强古厝、历史街
区、传统村落等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承，赋予优秀历史文化新的内涵、新
的活力，推进古今文化、多元文化在

城市中激荡碰撞、互动交融、繁荣发
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推进城市更
新，发展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
完善安全保障体系，营造更加安全、
文明、美好的城市环境。

《福州倡议》呼吁，围绕“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的世界城市日永恒
主题，持续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全面汇聚
全球城市发展的经验智慧，高品质
推动城市建设，让城市成为人民群
众宜居宜业的乐园，让人民群众在
城市生活得更加舒心、更加幸福。

（林宇熙 卞军凯 李锦清）

开幕式举行《福州倡议》宣读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