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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汕尾市作为城市体检非样本城市，积极响应住建部、省住建厅工作要求，因地制宜开展工作

体检围绕打造“山海湖城、红色圣地、活力湾区”城市战略发展定位

以建设“沿海经济带的靓丽明珠”为目标

统筹全市有限资源，依托群众智慧力量，积极创新方式方法，使城市体检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拓展

继去年我市上报的城市韧性体检报告被省厅评为优质报告

今年我市上报的《汕尾市2022年城市体检报告》再次被省厅评为优秀报告

2019 2020 2021

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全国11个试点城市开
展城市体检试点工作，探讨体检评估方法，涉及生
态宜居、城市特色、交通便捷、生活舒适、多元包
容、安全韧性和城市活力7个领域35项指标。

2020年体检样本城市增至36个，7个维度50项
指标；突出城市“防疫情、补短板、扩内需”的
体检主题。

2021年体检样本城市增至59个，涉及生态宜居、
健康舒适、交通便捷、安全韧性、风貌特色、整洁
有 序 、 多 元 包 容 和 创 新 活 力 8 个 领 域 6 5 项 指 标 ； 
10项涉及绿色发展、营建法式、城市安全、文化保
护等方面的底线指标。

2022

2022年体检样本城市59个，体检指标体系增至69
项，城市体检评估制度基本建立，城市体检工作得到
社会高度关注。



01

02

03





去年，省厅下发《关于开展2022年城市体检工作通知》后，市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将城市体检工作经费列

入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而且安排的资金额度在全省排位靠前。2022年9月，市政府批准了《汕尾市 2022 

年城市体检工作实施方案》，我局马上成立了专班，主动对接省厅和专家，落实各成员单位分工，确定了责任人

和联系人，实现了工作部署到位、工作分工到位、工作责任到位。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分管副秘书长、市住建局主要负责同志

市城区政府、市直相关单位分管负责人

城市体检工作
领导小组



您的文字内容
    为高质量、高效率推进2022年城市体检

工作，我市建立了“政府主导、市区联动、

部门协作”的跨部门协同运作机制，牵头统

筹21个成员单位，以及城区、镇街、社区

（村）三级联动协同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变

被动为主动，形成了“一盘棋、一体化”

的跨部门协助作战的保障格局，实现了

全域“不留死角”的城市体检。



我市城市体检团队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强化数据收集保障。

一是走街串巷收集城市体检数据，主动上门到各成员单位，逐一普及城市

体检评估相关要求、指标内涵、数据填报方法等；

二是利用自媒体，通过线上宣传例如微信公众号发布问卷二维码，提高城

市体检市民参与度；

三是走进政务服务大厅、居民小区、高铁站、商场、公园等人流密集区开

展问卷采样，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确保在体检工作上的严谨性，在工作成果

上的扎实性。

政府部门数据

社会满意度调查数据

大数据

专业机构研究数据

实地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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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城市发展阶段，在住建部推荐的47项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上，我市围绕城市空气质量、行

政村美丽宜居、自然岸线、执业医师、餐饮场所燃气、公交智慧系统、新能源公交车、政务服务一体机、

一窗综合受理、文化旅游产业综合收入等，构建了10项补充指标和特色指标，形成了
“47个基本指标+10特色指标”的城市自体检指标体系。

③安全韧性专项——14项，24.56%

④交通便捷专项6项

10.53%

⑤风貌特色专项——3项，5.26% ⑥整洁有序专项——4项，7.02%

⑦多元包容专项——2项，3.51% ⑧创新活力专项——4项，7.02%

①生态宜居专项10项

17.54%

②健康舒适专项——14项，24.56%

⑤风貌特色专项——3项，5.26%

③安全韧性专项——14项，24.56%

⑤风貌特色专项——3项，5.26%

汕尾市2022年

度城市体检指标

（57项）

基础指标47项——82.46% 特色指标10项——17.54%

底线指标5项——8.77% 导向指标52项——91.23%

市域指标14项——24.56% 市辖区指标18项——31.58% 市辖区建成区指标25项——43.86%

八大专项



     开展此次城市体检,我们从“五个维度、三个考

量”出发，我们不唯“数值”论，而是采用客观定

量指标评价和主观定性满意度调查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精准计算体检指标数值基础之上，通过与国家标准、

行业规范、政策要求、相关规划等参考标准值的横向

对比，城市内部不同地区间指标数值的空间对比等方

法，发现城市病症，逐项列出了我市城市建设问题清

单。此次城市体检共计梳理出城市污水收集率低、易

涝积水点比例较大、老旧住宅电梯加装率为零、社区

托育服务设施覆盖率偏低、供水管网漏损率较高、燃

气预警建设不足等17项城市发展和建设中存在的短

板和问题。

城市体检指标分析标准“五维三考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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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把高标准质量作为城市体检的“生命线”，我们的团队对待每一次城市体检全力以赴、对待每
项工作加班加点、对待每个报告一丝不苟、对待每页每一行每个字绝不含糊，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
都不放过。

总而言之，由于省厅的有力支持、相关专家的有力指导、我市相关单位的有力配合、我市专班人员
的有力付出，才促使我市的城市体检工作能够高标准地完成任务，给省厅和市政府交上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





 

        针对城市体检中诊断出的“城市病”，以市政府名义将《体检报告》的问题

清单印发各成员单位，要求各相关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报告指出的问题、责任范围

和时间节点，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因病施治，对症下药，优先解决群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条不紊的做好城市体检整改的后半篇文章。



（一）推进“病害”管网系统整治。2022年10月，“汕尾市中心城

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内涝治理工程项目”正式立项，总投资7.97亿

元，拟升级改造中心城区排水管网70.67km，新建和扩建管渠40.2km，

整治内涝点14个。该项目的实施，将彻底改变地下排水管网治理工程零

散、缺乏系统统筹和内涝整治不全面、不科学、不彻底的局面。

 



 

（二）开展“内涝点”应急整治。为

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内涝整治问

题，我市利用省级专项资金340万元，分

批次对市区莲塘街和马思聪2个频发性内

涝点实施了应急整治，有效解决了这两个

内涝点逢雨必涝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

群众的高度好评。

内涝点应急整治



 

（三）实施“一河两岸”专项整治。我

市投入资金4700万元，分阶段对市区奎山

河“一河两岸”进行综合整治。通过“控源

截污、内源治理、科学补水、生态修复”等

一系列整治措施，从而提升河道水体自然净

化能力，巩固了黑臭水体治理“长制久清”

成效，美化了奎山河两岸城市景观，成为市

民休闲游乐的优美场所。
“一河两岸”专项整治



 

您的文字内容（四）开展缓解“停车难”整治。去

年以来，我市共计投入资金约4.6亿元，新

建、改建、盘活停车场65个，新增停车位

22901个，从而缓解了我市行车难和停车

难等问题，提升了城市交通功能品质。

缓解“停车难”行动



 

（五）开展地下综合管廊（沟）升级改造。2022年10月，“汕尾市市区建成区地

下综合管廊（沟）建设（升级改造）工程项目（一期）”正式立项，总投资7.09亿元，

2023-2025年计划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共14.2km，其中：缆线管廊（沟）8.4km，支

线管廊3.0km，干线管廊2.8km。项目的实施，将有效解决反复开挖路面、架空线网密集

、管线事故频发等问题，有利于保障城市安全、完善城市功能、美化城市景观、促进城市

集约高效和转型发展，实现土地和地下空间资源的合理布局和集约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