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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题共5小题，共18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城市规划是一个精密系统的工程，要立足产业、人居、生态、交通、能源等方面的现状本

底，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尽可能低的成本，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间。好的规划，面

向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工具，不是技术，更不是某些指标，而
是“人”的感受。

关注“未来”，这是看待规划的时间维度。规划不是总结而是前瞻，可谓“无展望，不规划”。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作为一项引领性的工作，规划一定是超前的。这种超前会让有些部门感

到“不适应”，这本质上是城市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经济密度从相对“低”到相对“高”、发展模式
从“粗放”到“精致”的必经阵痛。

规划的内在逻辑，就是提前设定好数年、数十年后城市发展的各项参数，如人口密度、经

济密度等，然后根据这些参数给出人们对生活空间和环境的若干要求，以此倒逼改革和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规划和现状不一致、对城市发展路径微调，正是规划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如
果没有这种调整，要规划干什么呢？城市发展不能急功近利，当然也没必要太保守，尺度拿捏

的关键，正在于规划对未来的引领性。

关注“人”，这是看待规划的空间尺度。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过得舒
适、感到幸福。之所以划定“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因为人的步行舒适时间大致就这么长；之
所以把90分钟交通出行范围划为“大都市圈”，是因为人开车、坐车超过一个半小时就觉得应该
算“长途”了。路网的疏密、街区的大小、路边长椅每隔多远设置一个、高低结合处是设台阶还
是斜坡、高地和滨水区域的栏杆高度多少、栏杆孔洞大小形状如何定、公园核心景观是平视最

佳还是鸟瞰最佳……这些细节里，都能品出一座城市是否有人文情怀。这就归结到习jin平总书
记近日考察上海时说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

结合这两种视角，就可懂得规划的价值。城市发展有自身规律，必须尊重之、敬畏之，最

忌今天建、明天拆。一份科学严谨的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最大助力，它固然无法替代产业发展，

也不能直接提升城市功能，却能为发展和提升打下基础，给人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空间，给

未来提供潜在的、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取材于茅冠隽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习jin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开车出门太堵怎么畅通、公共设施不足怎么补齐……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群众的烦心
事成为城市治理者下功夫解决的问题。作为“有机生命体”，城市同人类一样，首先需要系统体
检来判断健康发展的状况。

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北京市率先开展城市体检。就像看病一样城市也需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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