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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项民生决策密集出台、一
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幸福之都”，
哈尔滨从一点一滴做起，顺应群众
期盼，解决民生难题，以坚定不移、
勇担使命的精神，奋力走好创建“赶
考路”，三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牵动，
赋能高效治理，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城市颜值一提再提。
2021 年 12 月 20 日，随着最后一处
占压河道红线的违建被拆除，阿什
河道外段“清四乱”胜利收官，穿越
哈尔滨城市东部的阿什河水域再现
水清岸绿、鸥鸟翔集的自然和谐景
观。

“盼望已久的‘出棚进楼’终于
到来了！”对于家住道外区 77岁的
李玉杰老人来说，能够告别房屋破
旧、环境脏乱的棚户区，是一家人在
2022 年最幸福的事。哈尔滨着力
升级“硬件”，城建提速崛起宜居之
城。

创城路上，哈尔滨厚植文明风
尚，推动公民道德素质和城市文明
程度全面提升。选树市级以上各类
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 2739人，形成
群星璀璨的冰城榜样矩阵；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实现全
覆盖，组织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9万余次。“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
难找志愿者”已成为冰城人的一种
生活方式。

砥砺为民初心，让创建成果更
多更好更广地惠及人民，始终是哈
尔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安居乐业，是文明创建永
远不变的初衷。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跑道上，哈尔滨市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与城市文明同步提
升。2021 年底，哈尔滨荣膺“2021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打造“宜居幸福之都”

民生清单见证百姓好日子民生清单见证百姓好日子哈尔滨
□本报记者 刘莉 邢汉夫

十年新向往，城市建设绘就美好生活新画卷。
十年奋进路，宜居宜业宜游新图景底色亮眼。
一个个“家门口的公园”串珠成链，一座座立交道桥连通纵横，一批

批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入选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
城市”，当选“东亚文化之都”；连续四年位居中国冰雪旅游十强城市榜
首，民航客运吞吐量连续五年居东北四大机场首位……

十年间，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矢志不渝、久久为功，聚焦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新期待，持续提升城市形象
高度、民生温度、宜居程度，奋力书写宜
居幸福城市建设新答卷。

人与城，恰如鸟与巢，相偎相依浑成
一 体 ，正 所 谓 一 方 水 土 一 方 人 。
凡 是 过 往 ，皆 为 序 章 。“ 冰 城 夏
都 ”哈 尔 滨 ，一 幅 更 精 致 、更 有
序 、更 和 谐 、更 温 暖 的 城 市 新 画
卷，向着明天，铺展开来……

●市民生活水平实现新提高——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

别增长7.4%和9.6%，均高于同期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84.2%；
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8.9张，
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达3.2
人，分别较2012年增长52%和42%；实
施老旧小区改造2733万平方米,完成
主城区棚户区改造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收获新成效——
城 市 空 气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达 到

84.9%。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46%；太阳岛、

植物园等95处公园游园免费开放，获
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教育普及水平稳步提升——
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2457所，在

校学生达182.45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
率86.01%，比十年前提高11.67%，高中
阶段毛入学率97.18%，提高7.7%。

●公共文化设施四级网络覆盖初
步形成——

全市共有2727个综合文化站和文
化服务中心、2203个文化广场投用。

●文化和旅游业综合效益显著
提升——

“十三五”期间共接待游客4.06亿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271.3亿元，分别
是“十二五”时期的1.46倍和1.86倍。

●劳动者就业增收渠道更加
多元——

城镇新增就业122.4万人，失业人
员再就业78.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31.4万人。

●保障范围持续扩大——
全市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达到595.4万人、102.9万人、140.2
万人，较十年前分别增长56%、8%、10%。

●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增强——
人均预期寿命从 76.12 岁提高到

81.99岁。

●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投入逐年
增加——

全市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从18.1亿
元增长到75.7亿元，增长率318.49%。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315个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限、

要件、方式达到全国最优水平，政务事
项一次办、网上办覆盖率分别达97%
和96%，开办企业、登记财产、建设项
目审批等经验成为全国典型。

●着力建设大美首善之城——
注册志愿者达140.8万人。

冰城
幸福十年

数
说

在身边、在心里，好日子看得见摸得着。党的十八大以
来，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把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社会
建设的紧迫任务，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一系列务实举措接连实施，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市
民。

十年来，市民生活水平实现新提高，城市功能品质迈上新
台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7.4%和9.6%；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低保标准连涨连增；完成主城
区棚户区改造任务；太平机场T2航站楼建成投用，哈尔滨火
车站完成升级改造，地铁连通城六区成网运行，排水、供热、供
气等一批源网场站项目建成投用，城市综合承载力和运行保
障力全面提升。

十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收获新成效，平安城市建设取得新
进展。稳步推进“双控”“双碳”工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4.9%；全面整治河湖

“四乱”问题，国考断面水质全面达标；农用地、建设用地安全
利用率达 100%。全面推行林长制，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6%；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扎实推进，荣获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最高奖“长安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显著，各类
生产安全事故持续下降。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哈尔滨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了
未来五年打造“宜居幸福之都”的奋斗目标。《哈尔滨市打造

“宜居幸福之都”实施方案（2022~2026年）》即将印发实施。
《实施方案》更加注重“就业优先”，促进群众收入增长；更加注
重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
形象品质；更加注重筑牢城市生态底色，让市民看得见绿荫、
望得见蓝天、记得住乡愁；更加注重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健
康、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由普遍均等向普惠均衡、看重存在
向追求品质、满足基础向注重多元、整体标准向个性精准、政
府主导向社会参与、数字应用向科技融合等方面转换，着力构
建“住有宜居、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颐养、病有良医、弱有
众扶”的民生福祉体系；更加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文脉保
护，健全民主法治，努力让城市精神品格和公平正义更加彰
显；更加注重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守护市民“平安梦”。

市民张先生在哈尔滨经营一家餐饮机构，受疫情影响面
临短期经营资金缺口。在哈市人社部门的帮助下，仅用不到
一周时间就成功申请到13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十年来，哈
尔滨精准实施“降返缓补贴投”政策组合工具，减免企业社保
费169亿元，发放稳岗补贴24.4亿元，全力助企纾困减负。在
25所高校建立人才工作站，帮助10万余名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亿元。

十年来，着力打造更加完善的社保体系。
统一了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顺利
完成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保障范围
持续扩大，服务水平明显增强。

未来五年，哈市将进一步打
好稳岗扩岗政策“组合拳”，做
大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全
力抓改革保发放，持续扩
大参保覆盖范围，努力
提升社保管理服务精
细化程度和优质化水
平。

提升民生温度宜居程度
以人民为中心掷地有声

“哈尔滨大剧院建成后，‘月光女神’
莎拉·布莱曼、世界男高音之王何塞·卡
雷拉斯音乐会，世界顶级剧目芭蕾舞《天
鹅湖》等都打卡这里，在家门口推开‘世
界之窗’，太棒了！”一声声惊叹，一团团
喜气。

十年来，哈尔滨文旅产业繁荣发展，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以软实力增强
城市竞争力、提升市民幸福指数。坚持
以艺术精品凝心铸魂，不断出品原创芭
蕾舞剧、音乐剧、话剧，年均演出千余
场。2727个综合文化站和文化服务中
心、2203个文化广场投用，全市公共文
化设施四级网络覆盖初步形成。建设智
慧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等公共服务数字
化平台，增强市民文化获得感。

十年来，好歌大家唱、市民嘉年华等
一批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极大调动了市
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常年活跃在基
层的 778个文艺团体、351个文化大院、
37261名文化志愿者年均参与各类公益
演出近万场。全面修缮、有效利用全市
16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文物保护状况
逐年改善。利用老市委办公区建成的哈
尔滨博物馆群，不仅突出了城市多元文
化的特点，也让历史文物“活”了起来。

十年来，文旅产业全面升级深度融
合高质量发展。改造升级冰雪大世界、
冰灯艺术游园会等“老字号”产品，深度
开发伏尔加庄园等“新字号”项目，哈尔
滨地方“冷资源”变成全球“热产品”。“十
三五”期间共接待游客4.06亿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6271.3亿元，分别是“十二五”
时期的1.46倍和1.86倍。

未来五年，哈尔滨文化事业将全面
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持续推进，都市
文化充分彰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更
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全面提
升；文化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形成品牌
特色突出、平台完善、全面开放的文化交
流互鉴体系。优化文旅产业布局，构建
现代文化和旅游产业体系，促进“文

旅+”产业深度融合，全面建设国际
时尚旅游城市。

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建设国际时尚旅游城市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在哈尔滨市
继红小学（南岗校区）操场上，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受益于课
后服务的孩子们犹如一个个跳跃的音符跟随老师舞动。“双
减”以来，该校区学生参与课后服务比例达到91%。

以改革促均衡，以改革提质量，以创新添活力，十年里，
哈市教育改革取得新突破,“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被广泛
认可，青少年综合素质不断提升。全市 94.5%的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实现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高
考综合改革落地生根，哈尔滨被教育部确定为普通高中新
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

十年来，哈市 18个区、县（市）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学校面貌明显改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定期交
流轮岗，优秀骨干校长教师向农村和薄弱学校流动，突破城
乡教育资源壁垒。实施特岗计划、公费师范生计划、“三区”
人才支持计划、银铃讲学计划，源源不断为农村教师队伍注
入新活力，农村教育教学质量日新月异。

党的十八大以来，哈市卫生健康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群
众健康获得感不断增强。全市医疗卫生机构4785个，增长
22.22%；床位88030张，增长67.74%。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建
设，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便民惠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显著减轻。

重大传染病防控成效显著。免疫规划不断完善，防控成效
显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科学
精准，高效处置，动态清零。中医药事业加快发展，全市各级各
类中医医疗机构754家，中医从业人员9139人。98%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以提供中医药服务。

未来五年，完善重大疫情防治体系，创新医防协同机
制，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加强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
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控和伤害预防干预；促进妇女儿童健康，
加强职业健康保护；发展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保障老年
人健康；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巩固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办好“家门口”教育
筑牢群众“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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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松花江边音乐角。
②哈尔滨芭蕾舞团演出。
③哈尔滨小学课后服务。
④哈尔滨音乐公园葵花花海。
⑤品尝马迭尔冰棍。
⑥漫步中央大街。
⑦立体交通网。
⑧太阳岛。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郭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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