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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86_E5_B8_82_E4_c57_614176.htm 重庆2005年刚投入40

余万元对市中心花坛－－上清寺中心花坛进行过重新绿化。

然而时隔不到半年，一份《重庆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

案》中又提出，将再次对这一花坛实施复合型绿化。 “上清

寺转盘中心花坛自直辖以来，至少重复修了5次。这次怎么又

安排了40万元呢？”在审议此方案时，重庆市市长王鸿举提

出质疑，并要求不能将此处现有园林绿化推倒重来。 经常遭

受城市“变脸”之苦的市民听此消息后，纷纷提出城市管理

应讲一讲“统筹”艺术。 城市“变脸”太随意 在重庆有着特

殊地理位置的上清寺转盘，处于连接市委市政府、重庆市两

大商圈的中心枢纽地段。据重庆一位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这

个转盘最先是平交，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这里的道路显得

窄了，政府对该转盘周围道路进行了几次“扩宽”的改建工

程，后来又对这里实施了“立交”改建工程，每次道路一改

建，这里的花坛就要跟着被重新绿化一遍。2005年，为了迎

接在重庆召开的亚太城市市长峰会，重庆投入40余万元对这

一中心花坛进行过重新绿化。然而时隔不到半年，《重庆市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中又提出，将要投入40万元对

这一花坛实施复合型绿化，栽植观花观叶小植物。据悉，重

庆直辖以来，这里的绿地前前后后至少改造过5次，且每次投

资都达数十万元。 上清寺中心花坛八年反复折腾五回的情况

，遭到重庆市市长王鸿举的质疑。此外，王鸿举市长还指出

了重庆其他一些地方的绿化常常出现被反复折腾的情况，如



一些街道的行道树，原先栽种的黄桷树长得好好的，有的砍

了栽法国梧桐树，后来没多久，梧桐树又被砍了栽小叶榕，

连市委门口的黄桷树都是他向有关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后才幸

免于难。 为什么2005年刚进行过重新绿化的花坛，2006年又

要再安排资金重建？重庆市园林局负责人解释，这次出台的

《重庆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就是针对以前一搞活

动就靠临时摆放鲜花之类“应景式”的做法，而安排资金搞

城市绿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对上清寺中心花坛前几次的重建

，这位负责人认为主要是市政建设部门根据当时的认识和经

济水平而做出的决定，这是一个认识发展的问题。 然而，重

庆市民在听闻“上清寺花坛修了5次还要再修”的消息后，反

应强烈。“我的记忆中，上清寺花坛已经拆了好几次，这里

是一个大转盘，车流量很大，拥堵情况时常出现，几乎每拆

一次，必堵一次，如果又要拆，不知还要堵到何时？”一位

开了5年出租车的“的哥”张华说，“没完没了的开膛破肚和

拆东补西的修面整容，既影响市容，又妨碍交通。” 退休干

部罗小林说，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重修花坛，是花老百姓

的钱，拆掉花坛，还是花老百姓的钱。到底是“谁获利、谁

受损”？“听说这个消息，我感到一阵心寒。”青年教师张

睿表示，当前，国家提倡“节约型社会”，我们的政府理应

从小处做起，杜绝城市建设项目的“乱拍板、乱上马”，把

纳税人的钱用在实处。 重庆颁布“政府令”整治“拉链马路

” 除了城市绿地反复“变脸”之外，今天挖了路铺设水管，

明天又挖开铺设电缆⋯⋯这些城市建设“随意变脸”的做法

，确实给百姓生活、出行带来相当的麻烦。更重要的是造成

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据测算，道路施工导致需要开挖损坏



部分设施收费是：沥青路面每平方米300多元，水泥路面每平

方米为170到200元，普通人行道板每平方米100多元，路沿石

每米90元，下水管道每米1000多元，自来水管道每米700元，

排水管网接入城市管网每处8000元，施工人员的工钱每天40

元－70元⋯⋯诸如此类加起来，城市道路每挖1米得花费至少

上万元。除了算得清的成本，还有许多算不清的成本。如施

工污染、安全隐患、交通堵塞、汽车油耗等等。 重庆市政府

法制办主任李殿勋介绍说，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尚未出台管

线工程管理的专门法规，管线工程的投资体制、管理体制的

多元化，管线工程长期处于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对城市建设

和管理带来诸多问题，如大部分管线工程没有与道路建设工

程同步施工，道路竣工后又反复开挖，不仅阻碍交通、产生

扬尘污染，更造成国家资金的巨大浪费。对此，社会各界一

直反映强烈。 为此，重庆市政府日前颁布“政府令”，即《

重庆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办法（草案）》明确规定，新建、

改建、扩建的城市主、次干道或快速干道5年内不得开挖，而

大修的此类道路3年内不得开挖，违反此规定者将遭到经济处

罚。 据悉，重庆市财政局、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将按照价格波

动情况，根据道路竣工时间按年依次递减的原则，依法调整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及市政设施损坏赔偿收费项目中的城市道

路占用挖掘赔偿标准，而排危抢险工程按最低赔偿标准交纳

赔偿费。此外，仅有“确因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经过严

格审批程序后才能在道路竣工后又申请开挖道路。 针对产生

“拉链马路”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管线工程没有与道路工程同

步施工的情况，此管理办法（草案）还规定，道路建设部门

与管线建设部门不得各自为政，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



线工程规划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发展改革、建设、交通

、市政、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负责管线工程的相关管理

工作，确保管线工程与道路工程同步施工。管线单位如不同

步施工，要书面告知道路建设单位，并向规划行政部门备案

。 考验政府城市管理的“统筹艺术” 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所

副所长孙元明研究员认为，上清寺中心花坛近年来经历的“

风风雨雨”，是重庆城市建设中“随意变脸”的一个典型。

从表面看，这里每一次的重新改建都有一定的道理，如解决

交通堵塞问题、迎接在重庆召开的国际峰会、建设园林城市

等等，但这背后折射的问题值得深思－－政府在城市建设上

的“统筹”能力亟待提高，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领导同志的

关注点不同，而造成城市建设的“随意变脸”。 “城市环境

建设，公德在人心。城市绿地、城市公园一定要做好规划，

建好了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要轻易去改建。”王鸿举市长明

确表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政府应该集中精力、财力建设

一批重点项目，不要把眼光老是放在现有绿地的改建上。城

市绿地不要随意变脸。 同时，有关专家指出，发展速度加快

和想象力滞后的矛盾，城市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科学性

之欠缺，以及政府决策的系统性、连续性不够，是产生这一

矛盾的主要原因。前不久，在杭州市人大召开的政情通报会

上，不少代表在审议杭州市政府半年度工作报告时曾提出政

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应当提交人代会审议，接受人大的监督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年初不知道，年中就实施”，论证

时间非常短，既不利于人大的监督，也不便于代表向群众宣

传。因此，专家们建议，政府应该在年初人代会上向代表们

报告当年要进行的重大工程项目，同时政府还要提高财政监



督部门的权威性，尽量杜绝政府投资性项目的超支和浪费现

象。 目前，城市建设“随意变脸”现象已引起了部分城市的

重视，并出台措施加以遏制。如北京、重庆等地都以法规或

“政府令”的形式，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后交付使用未满5

年或大修竣工后未满3年的城市道路，不得挖掘。 孙元明研

究员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治理城市建设“随意变脸”现象，

重要的在于政府重视运用城市管理“统筹艺术”，以协调各

部门、各单位的关系，对马路开挖进行统一管理。进一步说

，其根本在于改革目前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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