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河北：推行“窄马路、密路网”道路布局

近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河北省小城镇建设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提出，小城镇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弘扬文化、延续历史、功能完善、集约高效的理念，聚焦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提高小城

镇建设和发展质量，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按照适度超前、综合配套、共建共享、便于管理的原则，统筹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

根据《标准》，小城镇规划管理将依据县（市）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建立“多规合一”机制，

高标准编制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重点镇实现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一般镇编制近期建设用地范围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市政设施建设方面，道路交通构建功能清晰、等级合理、联系便捷的路网系统，推行“窄马路、密路网”道路布局，优化道路资源配

置，提高道路交通出行效率。加强步行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设施建设，做好慢行交通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衔接，公共停车场应设置充电桩。

合理确定排水体制和排水工程建设标准，加强镇区排水管渠的改造和建设，提高镇区雨水排水能力和污水收集率。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速通畅、质优价廉、服务便捷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建设智慧小城镇。

● 辽宁：年底60条黑臭水体变身“清水河”

日前，辽宁省对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确保2018年底基本消除60条黑臭水体的整治任务圆满完成。全省11个市共排查出70条

黑臭水体，目前已有51条初步完成整治任务，11条正在整治中，其余8条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为此，辽宁省要求，再对城市建成区内的水体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确定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清单，并编制整治方案，各地要在系统分

析城市黑臭水体水质、水量特征及污染物来源的基础上，结合环境条件与控制目标，科学编制黑臭水体整治方案，要一条水体一个方案，

要有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书，有序推进黑臭水体整治。

同时，明确2020年基本完成黑臭水体治理目标，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沈阳、大连建成区的20条黑臭水体要于2018年

底前实现长治久清，其他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平均要达到80%，全省需要基本消除的黑臭水体60条。

● 重庆：出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相关条例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重庆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已于9月1日正式

实施。

《条例》共七章六十五条，主要包括建立分工明晰的管理体系、明确专门保护资金、设立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系列制度、确立更加刚

性的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督促历史文化资源修缮工作、强调活化利用并增设保护利用专章六大方面内容。

《条例》规定，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文化名镇等进行业态策划，规定各类业态构成比例，控制商业开发，鼓励开展当

地传统手工业、特色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利用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明确历史建筑可以通过依法转让、抵押和出租

等形式进行保护利用，鼓励通过减免国有历史建筑租金、放宽国有历史建筑承租年限等方式促进保护利用。

● 江苏：出台意见改善苏北地区农村住房条件

江苏省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2020年完成苏北

地区农村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加快推进“空心村”及全村农

户住房改善意愿强烈的村庄改造。2022年，苏北地区建成一批具有活力的新型农村社区，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得到有效保护。2035年，

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全面改善，城乡空间布局全面优化，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意见》指出，要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规划发展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延伸覆盖。搞好供排水、道路、粪污处理、垃圾

收运、供气等设施配套，合理设置公共服务设施。编制一批特色鲜明、功能齐全、经济实用的新建农房设计方案和既有农房风貌改造设计

方案，防止“千村一面”和乡村景观城市化。同时，准确把握苏北地区各地乡村的差异性，挖掘本乡本土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好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

● 湖北：将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全覆盖

近日从湖北省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工作现场推进会获悉，湖北省提速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建设，17个市州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计

划2018年完成前期工作，2019年建成，2020年正常运营。

《湖北省城市建设绿色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各市、州、直管市都要建成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理设施。今年以来，湖北省

已建成武汉市长山口水泥窑协同处理设施、仙桃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两座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新增日处理能力2500吨。全省在建卫生填

埋场9座、焚烧厂9座、水泥窑协同处理设施1座，预计新增日处理能力7815吨。      

生活垃圾处理方面，虽然湖北省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持续提升，但仍存在短板。下一步，湖北省将加快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

设，鼓励采用焚烧处理方式。进一步完善“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市）处理”的工作体系，确保每个乡镇今年至少建成

1座符合标准的垃圾压缩转运站，40%的村达到收运设施配套建设要求，并按照每300人至500人配备1名保洁员的标准，足额配备村湾保洁

员。

● 山东：推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发布的《山东省城镇化地区设施向农村延伸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在全省新型城

镇化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后，山东将加快推进各类设施向农村延伸，补齐村镇基础设施配置不充分、发展不均衡的短板，实现城乡基础

设施“无缝对接”。《导则》适用于指导全省范围内城市、县城、乡镇各类城镇化地区的设施向农村延伸。

《导则》提出，要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人口发展和劳动力就业、区位与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入

手，综合评价镇村发展现状条件、主要优势、存在问题和发展潜力，科学确定中心镇、一般镇的人口规模、职能分工，充分利用交通轴线

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沿线城镇之间联系程度，促进条件成熟区域小城镇由点状分割向网状聚集转变。

推进各类设施向农村延伸，主要包括道路、交通、供水、排水、电力、燃气、供热、公园、照明、环卫、通信、广电等市政基础设

施，以及医疗、教育、治安、文化、体育、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市政基础设施方面，《导则》重点就交通、供水、排水、燃气、供

热、园林绿化、环卫、电力、通信等9大类设施的延伸，提出了明确要求。

《导则》对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五化八通两排八有”，即社区环境方面要做到硬化、绿化、亮化、净化、美

化；市政基础设施方面要做到通水、通电、通暖、通气、通油路、通宽带、通电话、通有线电视，要科学排放污水、合理排放利用雨水；

公共服务设施方面要按相关标准规划建设幼儿园、小学、敬老院、卫生室、警务室、超市、中心广场、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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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池市“美丽河池·宜居乡村”活动现场推进会召开 
9月11日，河池市2018年“美丽河池·宜居乡村”活动现场推进会在宜州区召开。河池市主动把乡村建设融入当前中心工

作、融入脱贫攻坚工作、融入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要以脱贫攻坚工作为统揽，全面完成“三民”专项活动任务；以健全长效机

制为抓手，持续巩固“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成果；以打造特色名片为目标，高标准推进“宜居乡村”示范点建设；以

乡村振兴规划为指导，科学谋划启动“幸福乡村”建设活动。要强化组织领导，凝聚工作合力，确保“美丽河池”乡村建设各

项工作落地见效。

目前，河池市1497个行政村全部制定村级经济发展规划，建成1475个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基地，1501个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全

部挂牌成立，农村垃圾治理、道路通行、饮水安全等建设任务如期完成。

  平果县投资15亿元建设安置房

平果县太平镇吉林村龙报屯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称，四面环山，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 

“十三五”期间，平果县建设6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房设计50平方米～130平方米不等户型，贫困户每人需交

2500元即可入住并拥有产权。从2016年至2018年7月底，平果县完成投资14.46亿元，建设安置房3278套，2018年计划搬迁2417

户共9971人。

据了解，平果县还出台一系列后续扶持政策，鼓励搬迁户通过转移就业、自主创业增加家庭收入，同时解决搬迁户子女入

学、就业等问题，让搬迁户真正“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龙州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速

龙州县按照县域城镇发展规划高标准推进项目落地，大力推进县城扩容提质，县城“三纵三横”路网加快建设，中轴大

道、独山路延长线、丽江西路加快建设，城东进城大道、城南幸福家园周边配套路网等市政道路开工建设，17个市政道路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18.5亿元。

龙州县110指挥中心、工人文化宫竣工交付，中华城、同顾·中央公园、城东碧桂园等项目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32亿

元。龙州县着力加强城市管理，以创建自治区文明城市为契机，开展县城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不断优化城区环境。大力推

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凭祥—龙州经济一体化建设。同时，强化特色小镇培育，水口边贸小镇2018年4月成功获批列入广西首

批特色小镇培育名单，目前正积极申报全国特色小镇；上龙乡、上金乡、响水镇已列入市级特色小镇培育名单。

  中国—东盟信息港智慧城市论坛在南宁成功召开

9月14日，中国—东盟信息港智慧城市论坛在南宁举行。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智慧城市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网络时代发展新机遇，来自美国、马来西亚，中国重庆、

海口市等国内15个城市以及国内智慧城市各相关领域的知名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们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智慧城市建设的新路径、新机制、新模式、新领域，一起携手共创智慧城市，携手

创领美好未来。

论坛上，来自国外的嘉宾阐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内涵和深远意义，并分享了国外智慧城

市建设的做法和经验，为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论坛还举行 “一码通城”项目启动仪式。“一码通城”项目是南宁市2018年智慧城

市重点项目之一，将打造南宁市统一的身份认证中心、信用中心和支付中心，以“爱南宁

APP”为统一入口，打通南宁市政务服务、交通出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公园景区等通

道，实现“一码通城”服务，打造一个身份码玩转南宁的便捷生活场景。下一步，南宁市将

继续扩大“一码通城”合作范围，加快与区内各地市合作，实现一码玩转广西。

  柳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名录新鲜出炉  
9月6日，柳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第五批历史建筑名录——又有一批建成40年以上，具有特别的历史、科

学、人文价值的建筑确定为历史建筑。

据了解，第五批历史建筑征集线索工作于2017年启动，本次列入柳州市第五批历史建筑分为民居类、祠堂类、公共建筑

类及市政基础设施类13处建（构）筑物，其中民居类5处：柳东新区洛埠镇鸣凤街73—2号民居、柳东新区洛埠镇鸣凤街74号

民居、柳江区成团镇岩口屯古民居、柳江区成团镇金磊屯古民居、鱼峰区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原为柳江区）；祠堂类共3

处：东流屯佘家祠堂、进德镇山前凌家古屋、进德镇土垢曾氏祠堂；公共建筑类有4处：柳江区柳江文化宫、原柳州机械厂招

待所、柳北区沙塘农场场部旧址及柳州地区农经中专（柳州市机械电子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宿舍；市政基础设施类1处，为成

团镇朝阳渡槽。

本批入选名录的鱼峰区里雍镇河表屯孙家大院，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有着300多年历史，古建筑现存面积约2000平方

米，为两进十二间的整体格局。大院所有建筑均为砖木覆瓦结构，镂空雕花的窗棂、屋脊残存的祥瑞饰物，整体呈现“青砖

白瓦红梁”，是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