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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

人口逐步提高, 然而城市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和

服务能力日渐显得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入学难,

就医难,买菜难,停车难,活动健身难等一系列因为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相对滞后而产生城市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要求进

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 切入点和攻坚点在于以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为重点的政府转型, 如何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惠及大众, 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公共服务设施认知

1.1公共服务设施的地位与作用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生产,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物质基础与保障,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其建设与服务状况反映着城市物质与精神

生活水平,而它的分布,规模与组织则直接影响着城市布局

结构和居民生活质量。

1.2公共服务设施的分类

公共服务设施根据服务半径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1)市级,空间范围很广,全市成员共享,主要有市政府,博

物馆等。

(2)区级,大区的公共设施,空间范围较广,由全城市成员

共享,主要有专门医院,区级体育场馆,区级文化中心等。

(3)邻里级,指小区的公共设施,空间范围较窄,以小区成

员共享为主,主要的设施有小型运动设施,城市活动中心,小

学,幼儿园等。

2城市城市公共设施服务现状

2.1设施供给不足

城市文体活动的开展和健身娱乐的推广, 都需要借助

基础的公共设施,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城市的公共设施

都存在总量不足的现实问题, 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的

需求,于是,部分城市居民为了得到锻炼,常常利用住宅空地

或者公路街道进行体育和文艺活动, 这便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和公务破坏, 对城市正常的生活秩

序影响严重,与此同时,现有的公共设施也存在一些急需解

决的问题,比如专门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的健身设施不

是数量过少就是配置滞后, 供给不足的现实也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城市公共设施功能的发挥。

2.2布局不够合理

近年来,一大批设施完善的新城市迅速崛起,其居民多

是城市精英人群, 实力与潜力的并存使得这样的城市在公

共体育服务领域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然而,这样的毕竟是

少数,在旧城区或者相对落后的城市城市中,公共设施不仅

利用率低,还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因素,比如,垃圾箱有着收集

各种不同废弃物的作用, 其在城市乃至更大的公共环境中

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 但很多城市的垃圾箱并没有细致的

分类,最多的是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无法发挥更加良好

的水平,下水道井盖的设计并不合理,很多都是外露的,这种

情况在一些老旧小区十分突出,不仅不美观,而且还极易对

老年人,小孩和残疾人造成安全隐患,威胁出行安全。

2.3管理维护不到位

除了基本的公共设施外, 还必须有合理的管理维护措

施,从实际来看,管理与维护工作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很

多城市缺乏公共设施维护人员和奖惩制度, 让区内的公共

设施脏乱不堪,甚至屡遭破坏,以城市的照明灯为例,不是灯

罩被严重破坏,就是灯管被偷或坏掉,即便有的尚存也布满

灰尘,凡此种种,对城市居民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同时

也降低了城市对居民的安全保障。

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统筹布局

3.1老年人的公共服务设施设计

城市专门针对老年人居住环境配套的公共设施相对来

说比较陈旧和缺乏, 这与老年人实际的精神需求并不相符,

在对城市公共设施进行设计时, 必须结合老年人的养老模

式和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实际, 进行相应的针对性完善,创

造出一条适合老龄化发展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模式。

(1)活动区设施设计,老年人虽然身体机能有所下降,但

是对健身的热情一直存在, 因此在为老年人设计公共设施

时,应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点出发,打造适宜老年

人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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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事先没有

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前期的统筹布局,因此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出现,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的布局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整体布局和公共利益,基于此,本文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进行深入的分析,制定合理

的布局结构和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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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息设施设计,鉴于老年人行动不便这一现实,必要

的作息设施有着极为重要的存在价值,另外,阅读区,娱乐区

也是作息设施的重要组成, 在设计时要在追求美观的同时

提升安全和舒适性,比如,座椅的数量要充足,并妥善安置在

合理的空间位置,靠背和扶手等细节要做到结实坚固,扶手

的前沿要延伸到座椅的边沿, 尤其座椅要能够实现高低的

调节,为老年人带来更加强烈的舒适度和满意感,必要时还

要增加座椅和桌子的数量, 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野餐,打

牌,下棋和社交等户外活动需求。

(3)道路设施设计,老年人大多不能进行剧烈运动,只有

散步较为轻松,能够使其获得身心愉悦,为了为老年人提供

休息的便利,城市公共设施在楼梯道,行车道等城市道路建

设中同样应进行人性化的合理设计, 可以在楼梯道设置一

些休息椅,为老人走楼梯提供方便,可以在城市道路中设置

一些等待区,提高安全性,也可以在道路的沿路两侧设置灯

光照明,尤其在有斜坡,台阶和障碍物的地方,灯光照明要选

择合适的照射角度,颜色宜选择柔和的,明快的色彩,避免大

面积的纯色,冷色和刺目色所带来的生硬刺激之感。

3.2城市儿童的公共设施设计

儿童与老年人一样, 是城市居民中需要被高度关注的

群体,从现实来看,儿童户外活动设施在配置方面往往存在

很大的随意性,想要改变这一现实,必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的身体特点和喜好出发,设计和配

置适合的公共设施,让儿童能够舒适,安全地进行操作和使

用。

(1)规范设施配置的最低标准,在对城市儿童公共设施

进行设计时, 设计师应统一儿童公共娱乐设施配置的最低

标准,对配置的规模,配置的设施进行统一,借助一定的强制

性促进城市儿童公共娱乐设施的完善。

(2)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儿童公共娱乐设施在区域的选

择上, 要优先选择草地和花园之间面积较大的绿化较好的

区域,与此同时,儿童公共娱乐设施还要与其他休闲区域建

立连接,加强城市居民的互动与交流,在分散与聚合中获得

良好的效果。

(3)强化造型和功能设计,儿童公共娱乐设施设计必须

遵循人体工程学原理, 在强调明快鲜艳的色彩和略带夸张

的造型的同时,遵循安全最大化原则,比如在直角和曲度之

间要选择曲度, 最大程度地避免因设计导致的意外伤害,对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群体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借助可以调节

高低的游乐器械获得理想的使用尺寸, 为儿童群体提供更

加方便和安全的使用体验。

4城市残疾人的公共设施设计

残疾人是社会中不可忽略的一类人群, 他们虽然身有

残疾,但是却有着与常人相同的现实需求,对残疾人进行必

要的关照,是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公平的主要体现,是一

个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志,从整体来看,由于发展较晚,很

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虽然形成了基本的框架, 也获得了

一定的提高,但是却仍然无法实现理想化的效果,整体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升,具体来讲,残疾人公共设施设计应从城市

的现实路况, 原有公共设施情况以及残疾人群主要的出行

路线和日常活动内容出发, 预测设计公共设施具备的功能,

建设更符合需求的残疾人公共设施,比如,城市内有两个十

字路口且车多人多的地方, 要为盲人设置过马路的声音信

号装置,在城市内建立一个微信公众号,残疾人可借助这样

的公众平台,获得一定的帮助和服务,为出行,购物,健身提供

便利,城市 24h图书馆应设立残疾人便捷通道,专用读卡设

施及配置盲文书籍等,另外,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也要

考虑在内, 设计师在设计时应采用便于清洗和维护的材料

及造型,为设施的日常清理提供便利,让这些公共设施真正

发挥效力,为残疾人提供更加周到,便捷的服务,温暖他们的

心灵,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

信心。

5结束语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同时,

公共设施尤其是公益性设施的建设用地很难得到保障,这

就需要将此类建设项目作为严格控制管理的对象, 进行刚

性化控制,保证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得到具体落实,一方面要

为公共设施未来发展留足弹性, 增加公共设施用地储备份

额, 另一方面要重视公共设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为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 使其得以迅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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