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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2 — 2 0 2 4 年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工作的系

列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

便、更舒心、更美好，决定开展广西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三年行动（2022—

2024年）。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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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围绕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1＋
1＋4＋3＋N”目标任务体系，按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全区开展
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三年
行动，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向背街
小巷延伸，畅通城市微循环，为
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出行和居住
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城 市 背 街 小 巷 主 要 是 指 城
市建成区范围内与各级城市道路

连接、市民进出必经、对市民生

活品质影响较大的小型街巷，一

般包括社区、开放性小区、城中

村等区域供行人、车辆通行的道

路。按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

划标准》（GB/T 51328-2018）

规定，其道路功能等级一般为支

路 以 外 ， 红 线 宽 度 一 般 不 大 于       

14米。
——党建引领、群众参与。

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发动群众参与

城 市 背 街 小 巷 整 治 改 造 提 升 工

作，主动维护整治改造成果，不

断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推动

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

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从群众最关心、最期待解决的问

题入手，尽力而为。结合财力状

况，先急后缓，量力而行，坚决

防止财政资金大包大揽，坚决防

止盲目举债铺摊子，增加政府隐

性债务。
——传承文化、突出特色。

充分挖掘城市背街小巷历史文化

底蕴和传统特色，结合整治改造

工作，打造留得住乡愁、突出并

弘扬本地文化特色的精品城市背

街小巷，避免“千街一面”。
——注重长效、确保成果。

转变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模式，

落实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城市背

街小巷精细化治理从自上而下向

多元主体协商转变，激发基层治

理活力，巩固提升城市背街小巷

整治改造成效。

总  体  要  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围绕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1＋1＋4＋3＋N”目标任务体系。
指导思想

——党建引领、群众参与。基层党组织要积

极发动群众参与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

工作。
基本原则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从群众最关心、

最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尽力而为。

——传承文化、突出特色，避免“千街一面”。

——注重长效、确保成果。转变治理理念，

创新治理模式，落实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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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任务

自2022年起，利用三年时间，完成10000条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修好市民门前
路，点亮百姓窗外灯，全面打造“路平水畅、墙美线齐、灯明街净、城绿巷通、文明有序”
的城市背街小巷。

——2022年，计划完成4000条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其中达到精品城市背街小巷
标准的不少于50条。

——2023年，计划完成3000条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其中达到精品城市背街小巷
标准的不少于50条。

——2024年，计划完成3000条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其中达到精品城市背街小巷
标准的不少于50条。

二、主要任务

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项目分为达标类和精品类，通过实施“一清二拆三改四补”整治改造提
升，打造生活环境舒适的城市背街小巷，进一步提高城市的人文魅力和宜居品质。

（一）达标类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内容

1．实施环境综合整治。将“一清二拆”环境整治作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的重要基础工作。
实施“一清”整治。清理城市背街小巷卫生死角和公共厕所，做到视线范围内无暴露垃圾，厕所基

本无异味，确保城市背街小巷干净整洁。对不能满足环卫要求的城市背街小巷，按照垃圾分类要求，更
换、增加分类投放设施，合理增设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各市人民

政府。以下均需各市人民政府负责，不再列出）

实施“二拆”整治。拆除城市背街小巷内群众反映强烈，存在安全和消防隐患、严重影响市容市貌
的违法建筑和逾期临时构筑物；拆除城市背街小巷内违规设置的广告牌和私设的地锁、地桩、石墩等，
确保城市背街小巷畅通有序。（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安厅、市场监管局、应急厅，广西消

防救援总队等）

——2022年，计划完成4000条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

造提升，其中达到精品城市背街小巷标准的不少于

50条。

目标任务

——2023年，计划完成3000条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

造提升，其中达到精品城市背街小巷标准的不少于

50条。

——2024年，计划完成3000条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

造提升，其中达到精品城市背街小巷标准的不少于

50条。

清理城市背街小巷卫生死角和公共

厕所，做到视线范围内无暴露垃

圾，厕所基本无异味，确保城市背

街小巷干净整洁。 拆除城市背街小巷内的违法建

筑和逾期临时构筑物；拆除违

规设置的广告牌和私设的地

锁、地桩、石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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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环境综合整治。将“一清二拆”环境整治作为城市背街

小巷整治改造提升的重要基础工作。

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项目分为达标类和精品类，

通过实施“一清二拆三改四补”整治改造提升

补齐安全设施短板。补齐城市背街小巷照明灯，控制过度景观

亮化，适当设置监控摄像头。施划消防通道标线，畅通消防通

道，补齐消防设施。

补齐社区宣传短板。将弘扬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城市

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结合起来，融入桂风壮韵等元素，提升

城市的艺术品位。

达
标
类

城
市
背
街
小
巷
整
治
改
造
提
升
内
容

精
品
类

城
市
背
街
小
巷
整
治
改
造
提
升
内
容

补齐绿色宜居短板。按照能绿尽绿的原则，进行缺植补植、多元

增绿、拆违复绿、穿墙透绿。推进口袋公园、休闲小广场、体育

健身场所建设，增设文化小品、景观围墙、便民座椅等设施。

补齐文化建设短板。深入挖掘城市背街小巷以及周边建筑历史

底蕴和传统优秀文化基因，重点对古建筑、古树、古井、古桥

等历史元素进行原貌修复修缮保护，重塑、恢复，打造城市背

街小巷的“文化记忆”。

1

实施功能改造提升。将“三改”作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

提升的重点，修复和完善城市背街小巷公共服务设施。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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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功能改造提升。将“三改”作为城市背街小
巷整治改造提升的重点，修复和完善城市背街小巷公共服
务设施。

实施地下管网改造。大力推进城镇供水、排水、燃
气、广电、通信、消防等地下管网升级改造。对使用年限
超过50年的供水、排水管网实行优先改造；对积泥、淤
堵的进行清淤疏通；对破损、渗漏、冒溢的进行维修改
造；对损坏严重、丧失使用功能的进行拆除新建，因地
制宜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对管径偏小无法满足需求的进行
更新改造。升级改造燃气管网，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整
改。升级改造广电、通信等管网，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广电
与电信、移动、联通等通信线路统一布管，并与强电管线
分开。本次改造完工后，原则上三年内不再进行大规模开
挖。（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公

安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市场监管局、应急厅、通信管

理局、广电局，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广西电网公司等）

（二）精品类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内容

在完成“一清二拆三改”达标类整治改造提升的基础上，按照“一街一特
色”的原则，实施“四补”中至少两项内容，突出并打造当地特色。

1．补齐安全设施短板。参照国家文明城市“装灯率100%，亮灯率95%”
的标准，补齐城市背街小巷照明灯，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遵循厉行节俭和
服务群众的原则，实施灯光改造提升，严格控制过度景观亮化。结合治安管理
要求，适当设置“雪亮工程”监控摄像头。按照消防安全要求，施划消防通道
标线，畅通消防通道，补齐消防栓、灭火器等设施。（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

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等）

修复和完善城市背街小巷公共

服务设施，实施地下管网改

造、道路路面改造、空中线网

改造。

实施道路路面改造。硬化道路路面，修复破损、坑
洼路面，解决路面积水、坑槽等问题，对有条件的车行道
路实施路面“白改黑”。完善路牌及交通标识标线和指示
牌，解决人行道板缺失、破损、松动、拱翘问题，更换修
复缺失破损井盖、雨水箅子，建设和完善无障碍设施，维
修故障路灯；打通“断头路”，实现区域道路“毛细血
管”连续畅通；利用空地或闲置绿地建设停车场，合理设
置停车泊位，施划停车线，做到有序停车。有条件的可以
增设立体停车场。（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公安厅、民政厅、通信管理局、广电

局、残联，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等）

实施空中线网改造。整治横跨街道、巷道的电源线、
广播电视线、通信线等各类架空线缆，对具备入地条件
的，及时进行入地改造；对不具备入地条件的，采取桥架
收纳、明线序化规整等方式进行改造。（责任单位：自治

区公安厅、通信管理局、广电局，广西电网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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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齐社区宣传短板。将弘扬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结合起
来，融入桂风壮韵等元素，规划设计城市背街小巷沿线、围墙以及邻近建筑物外立面，通过彩绘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城市背街小巷的文明新风景，提升城市的艺术品位。（责任单位：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文物局等）

3．补齐绿色宜居短板。按照能绿尽绿的原则，对城市背街小巷公共区域进行缺植补植、多元增
绿；充分挖掘公共空间资源，拆违复绿、穿墙透绿。推进口袋公园、休闲小广场、体育健身场所建
设，增设以自然为本的文化小品、景观围墙、便民座椅等设施，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严禁大规模迁移
砍伐城市树木，破坏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资

源厅、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发展改革委等）

4．补齐文化建设短板。将文化挖掘、弘扬、保护与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融合起来，深入
挖掘城市背街小巷以及周边建筑历史底蕴和传统优秀文化基因，重点对城市背街小巷以及周边的古建
筑、古树、古井、古桥等历史元素进行原貌修复修缮保护，重塑、恢复城市背街小巷历史遗韵，打造
城市背街小巷的“文化记忆”。坚持以用促保，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有效利用中成为城市的特色标识和
公众的时代记忆，彰显历史文化魅力和发展成果，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文化自信。（责任单位：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文物局等）

（三）推行城市背街小巷治理新模式

坚持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与长效管理并重，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按照以
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原则，由街道办事处牵头，城市管理、市场监管、交警、生态环境等部门
协同配合，加强对城市背街小巷的日常巡查和违规行为劝导。积极探索新模式，引导商家和住
户共同参与城市背街小巷的日常管理，努力打造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社区治理格
局，巩固提升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效果。（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市场监管局、

公安厅、生态环境厅等）

（四）开展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评定

自2022年起，每年11月以前，由各市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对完成整治改造提升的达标类城
市背街小巷进行评定。每年12月，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组织自治区有关部门和专
家，对完成整治改造提升的精品类城市背街小巷进行评定。评定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
督，确保改造成果群众满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责任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按照“一街一特色”的原则，

补齐安全设施、社区宣传、绿

色宜居、文化建设四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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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步骤

（一）开展调查摸底

2022年2月底前，各市［含所辖县（市、
区）、开发区等，下同］根据城市背街小巷整治
改造提升内容，对辖区城市背街小巷进行全面调
查摸底，摸清规模、人口、经济、违建项目、沿
街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等情况，确保数据完
整、真实、可靠，找准问题短板，确定改造内
容，建立城市背街小巷改造项目库和工作台账。

（二）制定改造方案

每年4月底前，各市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结合每条城市背街小巷实际和居民需求，科
学制定改造方案，明确本年度改造项目清单。各
市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年度改造计划，但原
则上不能减少任务总量，且三年改造任务应适当
均衡。

（三）组织项目实施

各市应当开辟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
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合理优化审批和实施程序，
力争每年6月底前开工当年的城市背街小巷整治
改造提升项目。在实施整治改造提升过程中，应
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工程质量和施工安
全。要科学组织、精心施工，最大限度降低项目
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各专营单位要积极配合
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作，负责改造过程
中涉及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广电、通
讯、网络、安防等设施的迁移和改造。

（四）组织竣工验收

项目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参
建单位按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并及时办理项目竣
工结算。有关验收资料应报县（市、区）牵头部
门备案，做好城建档案归档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建立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

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自

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日常协调、督促、检

查、评定、通报等具体工作。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要相应建立联席会议协调机制，将

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作纳入政府年度目

标管理范围。

（二）加强资金保障

多 渠 道 筹 措 资 金 ， 加 大 对 全 区 城 市 背 街

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自治

区对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三年行动项目

（2022—2024年），按照项目建设内容总投资
的25%给予补助；对每年6月30日前完成招投标
工作并签订合同的，自治区在按照项目建设内容
总投资的25%给予补助的基础上增加5%给予奖
励；对每年11月30日前没能按照计划完成建设
内容的，自治区奖励资金全额扣回。对改造里程
长、整治效果好、文化特色彰显、长效机制完
善，获评为精品城市背街小巷的项目，自治区按
照每条街（巷）150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具体
奖励办法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制定
印发。鼓励各市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的方法路
径，充分利用城市背街小巷停车位、广告位、摊
位出让等有收益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背
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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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督促检查

加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作跟踪、监控、评估和动态管理，实行“月调度、季检
查、半年通报、年度评估”。定期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情况，对工作推进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并
责令限期整改。

（四）加强宣传发动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资源，广泛宣传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
造提升工作，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氛围。重视典型宣传，对通过改造，有效果、有亮
点、有特色，群众满意、舆论叫好的城市背街小巷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各地要
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和做法，做好复制推广工作，适时组织现场观摩，开展学习交流和培训。

保  障  措  施

加强统筹协调。建立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作

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资金保障。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对全区城市背街小巷

整治改造提升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

加强督促检查。加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作跟踪、

监控、评估和动态管理。

加强宣传发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媒体资源，广泛宣传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提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