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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川市内部审计协会财务专用章、原法人（韩务善）名章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挂失声明

　　随着杭州亚残运会脚步的日益临近，
从竞赛场馆到亚残运村，围绕赛时无障碍
设施的提升和改造工作也已经全部完成。
　　亚残运会期间，亚运村将“变身”为亚
残运村，迎接八方来客。为了实现顺利转
换，大量无障碍设施改建工作早已完成。
16日，杭州亚残运村举行开村仪式，这也标
志着亚残运村正式投入到赛时运行。
　　据了解，为了提供舒心温馨的居住体
验，亚残运村设置了约1100个无障碍床位，
更为部分重度残疾运动员配备了高矮陪护
床，房间内配备了多个紧急呼救按钮、防撞
条和圆角家具等。餐饮配套方面设置了轮
椅就餐区、爱心就餐区等个性化餐饮服务，
引进了16个不同门类的商业业态。
　　亚残运村无障碍设施细节，处处透露
着暖意。亚残运村安检口无障碍安检通道
宽度为1.2米，轮椅可轻松通过。亚残运村
内部，运动员动线的起伏处加装了坡道，便
于轮椅通行。盲道铺设遍及全村各区域，
居住区的盲文提示、位置示意图一应俱全。
　　“村里现代化的无障碍设施方便了我
们出行，又有人文的细节展示了杭州的城
市魅力。于我而言，主场作战更亲切、更熟
悉，家人朋友前来观赛给我极大的动力，希
望能突破自我，取得好成绩。”中国代表团
游泳运动员蒋裕燕说。
　　亚残奥委员会主席马吉德·拉什德表
示，亚残运村是一个会让运动员感到宾至
如归的完美地方。
　　场馆是办赛的核心，杭州亚运会闭幕
后，各竞赛场馆也迅速投入到转换工作当
中。走进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杭州亚残
运会相关标识随处可见，吉祥物“飞飞”也
已正式“上岗”。杭州亚运会期间，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承担的是足球项
目的比赛，而在杭州亚残运会期间，这里将承担田径项目的比赛。
　　“不同于杭州亚运会，杭州亚残运会的转换要照顾到残疾人比赛的特
点。此前主体育场是用于足球赛事，足球器材较少，但亚残运会的田径器
材非常多元，有些还需要特殊定制。”黄龙体育中心副主任张斌说，器材的
评估和调试是转换期的重头戏。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田径项目一共将产生153枚金牌，是所有项目中
最多的，因此颁奖环节的转换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赛时我们每天大约
要给25个项目颁奖，颁奖台在左右两边都增设了坡道，此外还拓展了领奖
台的宽度和长度，以便他们能够舒适地领奖。”张斌说。
　　针对盲人运动员的需求，黄龙体育中心场馆临时设施运维主任鹿艳
表示，在此前场馆已有的盲道、无障碍电梯和无障碍卫生间进行改造更新
的基础上，这次转换工作期间还根据运动员的赛时运行流线，增加了临时
盲道，尤其是在运动员的热身场地和运动员落车点之间，在通行路线上增
设了盲道，便于他们顺利参加比赛。
　　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目前和杭州亚运会共享的17个场馆转换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走进各竞赛场馆，进入无障碍洗手间，可以“听声辨位”；
乘坐场馆电梯，按键上有清晰的盲文；赛场内观赛，有残疾人专用无障碍
座席；低位按键、低位扶手，没有台阶和陡坡的室内通道及盲道已经全部
准备就绪。
　　以“无碍”助“有爱”，杭州准备好了！
                  （新华社杭州10月18日电）

　　走进橙堡鱼乡融合发展示范园，橙子的清香扑面
而来。一排排血橙树上已经挂满将要成熟的果实，树
下是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不远处便是为果树提供肥
料的鲶鱼养殖池。
　　作为血橙之乡、鲶鱼之乡，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探
索创新“果+渔”产业绿色融合发展模式，将血橙标准
化种植和高位池养殖等现代设施渔业相融合，实现生
态循环养殖。
　　在村子里的山坳处，几十口大水池整齐排列，用来
饲养鲶鱼等不同鱼种，养鱼产生的排泄物通过固液分
离、蛋白质分离、杀菌增氧等处理发酵后作为有机肥供
果树使用，净化后的水用于浇灌血橙或养殖再利用。
　　早在2019年，当地村民探索高位池养鱼，但却出现
了尾水污染问题，高处理成本也让不少人犯了难。
　　当地农业农村局了解情况后，相关技术人员建议
开垦高位池周边的荒山种植血橙，用果园种植来消化
养鱼产生的污水，解决渔业提质增效与水环境保护、有
机水果与生产成本之间的矛盾。
　　“高位池是一个漏斗形容器，可以把鱼的粪便排出
来，集中在污水池进行再处理。”资中县农业农村局农
艺师赖永辉介绍，产生的有机肥用于增加土壤中的有
机质，一方面可以节约园内三分之二的化肥用量，同时
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血橙质量。

　　赖永辉介绍，除了鲶鱼，当地还探索了黑猪+血橙
的养殖模式，生态循环养殖在当地“多点开花”。
　　据介绍，示范园已种植血橙2000多亩，建设高位池
44口，解决了800多名村民务工问题，年产值上亿元。
　　“村子里最大的种植户有400多亩血橙。”资中县银
山镇金紫铺村村委会副主任李全莉介绍，通过把土地
流转给合作社，村民可以收到流转金，同时也能在血橙
基地务工，每月都有工资收入。
　　更多新技术正被用于规模化血橙种植。“以前种血
橙就像开盲盒，里面红不红不知道，全凭人工经验。”资
中县血橙协会会长李大刚介绍，当地和高校共同研发
了一台检测血橙花青素的设备，一个小时可以无损检
测2万斤血橙。
　　为辐射和带动血橙果园提质增效，资中县探索科
技赋能与精细化管理，选种早红血橙等多个品种，设立
了多条初加工线和智能洗选线，对血橙进行商品化处
理与深加工。并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究低温诱导血
橙花青素高效生物合成技术，鲜果销售期在原有基础
上延长4个月，花青素含量贮后90天大幅增加，提高了
血橙品质。资中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黎介绍，目前，资
中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血橙产业基地，年产血橙达40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58亿元。（记者 彭韵佳、田颖、邢
拓、李力可）      （新华社成都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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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鱼又种果 富了村民又“绿”村
——— 四川资中鱼乡融合发展见闻

新华社记者

  10月17日，保洁人员在
清理公交站台设施。
  “城市家具”作为城市的
重要组成部分，小到垃圾箱，
大到公共厕所、公交站台，与
市民生活息息相关。日前，山
东省济南市城管局通过“城市
家具一体化综合保洁”新模
式，采取分级分类、综合一体
的作业方式，作业范围由平面
向立面延伸，由局部向整体扩
展，道路深度保洁率达90%以
上，城市主次道路机扫率、洒
水率均达到100%。
  新华社记者 朱峥摄

　　今年以来，城中村改造按下“加速键”。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超大特大城市正积极稳
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分三类推进实施。
　　作为一个关乎多方利益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和
发展工程，当前在超大特大城市推进城中村改造
的背景是什么？怎么改？难点在哪儿？“新华视
点”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学者。

为什么改？

　　今年以来，城中村改造备受关注。4月28日召
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超大特大城市
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要求；7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
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
行了专门部署。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城中村改造提出
了具体政策落实措施，分三类推进实施：一类是
符合条件的实施拆除新建，另一类是开展经常
性整治提升，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施拆
整结合。
　　城中村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兼具农村和
城市的双重特征，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
产物。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最大的城中村——— 普陀区
红旗村为例，586亩的土地上，曾聚集着90家印刷
厂、207个冷库、9个大型初级集贸市场、1000多个
摊位，这里人口复杂、群租遍地、违建密布，流动人
口多达6万人。
　　按照相关标准划分，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
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成都、重庆、天津、武汉等；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
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如青岛、合肥、
杭州、长沙、南京、东莞等。全国总计有20余个城
市属于超大特大城市范畴。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这
些群体有相当一部分租住在城中村。尽管城中村
租房成本较低，但是普遍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尤其是在卫生安全、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
诸多隐患。”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
院院长虞晓芬说。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严荣表示，推
进城中村改造，一方面可对经济稳增长发挥积极
作用，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拉动点，产生超过十万
亿元的直接投资，并拉动家具家电、餐饮服务、纺
织品等多方面的消费；另一方面可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怎么改？

　　“城中村产权结构、人员构成、空间分布、历
史遗存等具有高度复杂性，这次改造提出拆除
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三类改造模式。”广东
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宇嘉说，具备条
件的，即资金能平衡、群众改造意愿强烈、土地
及物业权属清晰的城中村将实施拆除新建；不
具备条件的，不硬上，以守住安全底线为原则，
常态化开展整治提升，逐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再
实施改造。
　　在改造方式上，当前城中村改造特别强调要
将村民合法权益保障与先谋后动相结合。
　　虞晓芬说，新政着重强调在大部分村民同意
的情况下方可实施改造。改造前，地方政府要先
做好产业先行搬迁、人员妥善安置、历史文化风貌
保护和落实资金等前期谋划工作。改造时，应先
行安排安置房项目供地和建设，确保安置房在合
理工期内建成，品质不低于商品住房水平，配套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与安置房规划、设计、报
批、建设、交付使用“五同步”，切实保障好村民
利益。
　　“城中村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综合体，改造后应
该保持多样化的业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
长赵燕菁说，城中村本身是一个产业空间，其业态
不是预先规划，而是随市场需求变化而不断变化。
城中村改造要注重产业导入和培育孵化，努力发
展各种业态。
　　李宇嘉说，过去的城中村改造由市场化主导，
挑肥拣瘦，经济价值高的被纳入改造计划，而历史
遗留问题多、安全风险隐患大的却被留置。“这一
次，全部城中村都要纳入改造范围，征拆时不能只
算经济账，只征收经济价值高、问题少的地块，而
是要不分好坏全部征收，彻底解决城中村问题，并
防止出现新的城中村。”
　　本次城中村改造，要求原则上应当按一定比
例建设保障性住房。
　　对此，赵燕菁表示，目前城中村在城市中承担
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给流动人口提供租赁性保
障房，城中村事实上成为保障房体系中的有机组
成部分。“如果改造后这部分保障房供给减少了，
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恶化，租金更高，那就没有实
现城中村改造的初衷。因此，必须在改造方案中
按一定比例建设保障房作为补偿。”

改造要注意哪些问题？

　　在采访中，专家普遍认为，推进城中村改造要
特别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拆迁安置问题。虞晓芬说，超大特大城
市遗留的城中村，违章建筑多、人口密集、产权关
系复杂，是改造难度大的“硬骨头”，其拆迁、补偿
等问题十分复杂，矛盾和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记者在各地采访了解到，在超大特大城市的
城中村里，各种经济活动几乎应有尽有。
　　“现实中，城中村在与城市其他功能长期互动
中，形成了功能的互补。简单‘切除’城中村，城市
其他部分也会随之失能。对此要特别慎重。”赵燕
菁说。　　
　　赵燕菁认为，改造伊始，就要对城中村承担的
城市功能进行认真调研和分析。如果没有找到对
这些功能的替代途径，就不要贸然采取“切除”手
术，此时应采用“微创”的保守疗法。
　　二是资金平衡与筹措问题。虞晓芬说，遗留
的城中村建筑密度大、安置成本高，特别是在目前
超大特大城市外围房地产市场仍然较为低迷的环
境中，相较过去，城中村改造后出让土地的价值下
降，必然会增加社会化资本的筹措难度。　　
　　“城中村改造如何啃‘硬骨头’，关键还是改造
资金怎么平衡。”李宇嘉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实施区域统筹和成片开发，改
造项目土地四至范围可扩大至周边少量低效用
地，允许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整合、置换。“也就是
说，各地政府可以将过去单一城中村改造的‘小平
衡’变为片区综合改造的‘大平衡’，以丰补歉、以
肥补瘦。”
　　赵燕菁说，城中村改造必须创新改造模式，寻
求多样的融资渠道，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其
中特别重要的是原物业所有者的参与。
　　三是标准和规范约束。一些不具备拆迁条件
的城中村，实施局部拆建和综合整治，要求按照文
明城市标准整治提升和实施管理，这对于一些住
房质量较差、标准较低、整治成本高，且部分住房
产权模糊、手续不全的城中村，具有挑战性。
　　“城中村改造需要先谋后动、统筹兼顾、整体
谋划、积极稳步推进，以新思路新方式破解城中村
改造中账怎么算、钱怎么用、地怎么征、人和产业
怎么安置等难题，探索出一条新形势下城中村改
造的新路子。”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
学会会长柴强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改什么？怎么改？难点在哪儿？
——— 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政策解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优玲 郑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