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览近年来白城城市面貌羽化蝶变的轨迹，现代
化新兴城市楼群簇拥崛起。新老城区双璧互扮、交映
生辉；纵横交错的路桥如血脉贯通，构筑起城市的筋
骨，这座塞上生态之城，记载着非凡城“迹”的壮美
画卷，气势如虹。

每一个华丽的转身无不记录着这座城市建设成长
的足迹：海绵城市建设实现了“三年工程两年完成”，
成为试点区域建设任务全国第一个全面完工的试点城
市，创造了“白城速度”；探索了“海绵城市＋老城改
造”的路径，完成了“老城变新城、小区变花园”的目
标，成为全国第一个从海绵城市建设全生命周期视角
完成完整经验总结的试点城市，打造了“白城模式”；
创新了中国北方寒冷缺水地区海绵城市建设成功之路。
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成
为全国第一个由国家级出版社以本版书方式正式出版城
市案例且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试点城市，树立了“白城样
板”。诠释了“人民至上、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勇于
创新”的老城改造精神，孕育勾勒了一幅海绵、管廊、
老城改造同步实施，地上、地下、空中同时开花的恢宏
崭新的城市画卷，彰显了“白城力量”。海绵城市建
设，给这座草原城市增添了生态之美、现代之韵；弹性

“海绵体”给城市中的人们带来了宜居之感、幸福之情。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白城市委、市政府跳

出白城看白城，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坐标系下，以战略
性、系统性、前瞻性思维进行谋篇布局，高起点编制城
市发展规划。一座城市的崭新蓝图在研磨中孕育诞生。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紧围绕“一年新变化、两
年上台阶、三年大变样”的目标，把白城逐步建设成一
个凸显湿地草原特色的现代化生态州府、一个面向未来
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区域中心城市。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白城始终坚持“超前性、系统
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原则，充分考虑生产与生活、局
部与整体、地上与地下、近期与远期等方面的需求，兼
顾古代文明与现代发展，科学编织出了独具特色的城
市总体规划。为了有效避免城市建设中的短期行为和
贪大求洋，白城市建立科学的决策体制和长效的监管机
制，做到了“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

目前，全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已达100％，基

本形成了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以及各类专项规划组成
的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相融互补的完整城乡规划体
系。2016年，白城抓住海绵城市建设国家试点机遇，
以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启动实施了总投资68亿元，包括16大
类，469项工程，涵盖38平方公里的老城区综合提升
改造。以建设海绵城市为发端的改造提升工程，由表
及里、从外到内，既美化了城市的“面子”，又夯实了
城市的“里子”，几年来先后完成了172个小区、48条
道路、6个公园广场的改造任务，新增绿化面积150万
平方米、亮化街道10条……如今的白城正处处折射着
吉林西部中心城市的翻天覆地巨变，让居住在这个城市
中的老百姓们的安居感、幸福感逐渐提升，从而构建起
整个城市最核心的目标：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是为了让
老百姓生活得更加美好与和谐。

2019 年，白城市海绵城市建设顺利通过国家验
收，打造了三个全国第一，取得八项创新成果，荣获全
国“优秀海绵城市”称号，获得奖补资金1.2亿元。

城市是管出来。如何保持住老城改造成果，实现
“天天是新城”目标？考验着白城的城市建设管理者
们。坚持“精心、精细、精品”理念，突出规划、建
设、卫生、管理“四个不留死角”，坚决把城市管理
好、管到位，探索城市管理的“白城样本”。这是白城
的城管人作出的响亮回答。

在具体工作中，注重倾听民声、顺应民意、汇集民
智、改善民生，坚持“堵”不如“疏”，寓“管理”与

“服务”之中。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创新“网格
化”精准管理模式，实施“五大综合整治”工程，成为
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管理亮点。启动“十大基础工程”，推
进城市绿化美化、星级宾馆、文体设施建设，城市功能
更加完善；加快建设“数字白城”，构建了“用数据说
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管
理新格局……干净、有序、舒适是这座城市的新标签。

“十四五”开局起步，白城坚持继承延续、拓展提
升，确定了打造区域中心城、生态经济先导区、乡村振
兴创新区、生态文明示范区“一城三区”的新目标、新
定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座更加生态宜居的美丽城
市定会矗立在吉林西部！

●本报记者 翟向东/文 李晓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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