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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红涛）

9月 11日上午，我市中秋节老干部座谈会召

开。市委书记陈天富及相关市领导与部分离

退休老领导、老干部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共

同谋划汝州未来发展。

座谈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鹏通报

了今年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史庚

申、樊嘉言、秦亭、林淑兰等老领导先后发

言，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较

高评价，并对我市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陈天富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向各位老领导，并通过他们向全市

离退休干部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他

说，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和平顶山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

署，聚焦山水宜居绿城建设、三大攻坚战

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苦干实干，乘势而

上，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这些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全市上下的不懈努

力、共同奋斗，凝聚着老领导、老干部的关

心、关注、支持和付出。

陈天富强调，老干部是宝贵财富，市委、

市政府将进一步高度重视、积极做好老干部

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继续以满腔热情、带着

感情为老干部做好服务工作。希望广大老干

部充分运用经验、专长和智慧，一如既往关

心和支持汝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市委副书记李晓伟主持会议。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孟宪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胡洪献，市政协副主席韩自敬出席座谈

会。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7日

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授予 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

（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

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萨利

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

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

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法国）、伊

莎白·柯鲁克（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

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

荣誉称号；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

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

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民艺术

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艾热提·马木提

（维吾尔族）、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

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文教、王

有德（回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玛

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

李保国、都贵玛（女，蒙古族）、高德荣

（独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授

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董建华“‘一国两

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李

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

称号；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9月 12日，汝州市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暨“两山”理论实践创新报告会在市体育文

化中心召开。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庆瑞

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扎实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

建”为题，从生态文明思想内涵、深化体制改革、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开展生态示范创建、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等方面，作了专题报告。市委书记陈天富主持报告会。在

汝四大班子领导，21个乡镇（街道）党政正职，相关委局主要负

责同志，以及部分村“两委”干部参加报告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9月 17

日，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虽然中秋期间天

公不作美，但是我市节日期间游客热情不减，全市旅游

市场总体运行平稳、秩序井然。截至 2019年 9月 15日

18时，“中秋”假日期间全市旅游人数 9.983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为 1539.62万元，其中以九峰山景区为主

的亲子游和研学游线路热度普遍较高，成为好评焦点。

为丰富我市“中秋”假日旅游市场产品供给，节前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充分协调全市各旅游企业，积极

筹备开展各类文化旅游活动；重点规划亲子游、研学

游、乡村游等旅游线路，并利用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宣

传推广，积极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氛围；为提升游客

体验性，丰富景区观赏性，九峰山景区开展的“中秋好

趣处，寻宝九峰山”、“住帐篷，赏月光”、“玩篝火，庆中

秋”等活动成为今年中秋节的主要亮点。节日期间，为

了给广大市民游客营造一个文明、和谐、便利的旅游

环境，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还积极组织文明旅游志愿

者 80余人分别在风穴寺、怪坡、九峰山等景区开展交

通引导，线路指引、文明宣传、卫生清洁等文明旅游志

愿服务活动，深受广大游客的鼓励和赞赏。

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范随州指导学生体验汝瓷

手工拉坯技艺

王振江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9月 15日，看着

70米长的书画长卷被众人小心翼翼卷住，当初倡议此项活动

的发起人之一、我市书法家王国成长长舒了一口气。由我市 51

名书画家共同创作的 70米书画长卷，将作为我市社会各界献

给祖国 70岁华诞的一份珍贵礼物。

此次书画长卷书写活动由我市汝海书法同学社负责人王

国成、书法爱好者释延恒等人倡议发起，得到了市书法家协会、

市美术家协会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8月 18日开卷仪

式在市乐达公司一楼三品堂书画院举行，市书法家协会、市美

术家协会及其他书画家共 30余人参加开卷仪式。汝海书法同

学社名誉社长常玉善宣布开卷并动笔题写卷头，书画艺术家们

随后倾情泼墨，分别在长卷上精心创作。在持续一个月的创作

活动中，书画长卷书写持续接力，先后在市区、焦村镇、临汝镇等

如火如荼展开，参与创作的书画家相继加入，观赏群众踊跃互

动，形成了一场生动活泼、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至 9月 15日收卷时，书画长卷已超过 70米。

据了解，书画长卷以歌颂建国 70年的巨大成就为主题，

内容包括毛泽东诗词、书画家自行创作的诗词、山水画等，集

艺术性与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将择机进行公开展出。展出结

束后将被市档案局收藏。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国庆长假游哪里

最惊险最刺激？汝州第一玻璃天桥、周边县市最长、落差最大

的 9D特效玻璃天桥，将于 10月 1日在九峰山景区正式“开

桥”迎宾。记者 9月 17日上午在玻璃天桥景点施工现场看到，

从观景步道通往玻璃天桥的木梯已经搭建完毕，悬在两个山

头之间的天桥正翘首以待游客到来（如上图）。

玻璃天桥的投资方、项目运营负责人王俊权告诉记者，玻

璃天桥全长 218米，高 286米，为吊索结构，总投资 800余万

元，桥上可同时容纳 600人观赏通过。项目于今年 3月开始建

设，目前已安装调试完毕，配套设施也已进入尾声。除了作为

汝州及周边县市最长、落差最大的玻璃天桥外，在设计上还采

用了最先进的 9D音视频特效技术，游客踩到玻璃桥面上，桥

面会迅速随着游客脚步的移动而出现不规则的断裂面，并配

有同步的断裂声；为了增加艺术效果，桥面还会出现游动的金

鱼，跟随游客的脚步游来游去的视频画面，其他如徐徐盛开的

莲花等视频画面都会在桥面上适时呈现，集惊险刺激与艺术

欣赏为一体。

据了解，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惊险与刺激，玻璃天

桥十一长假期间对汝州籍游客推出优惠措施，汝州籍游客凭

身份证享受半价优惠，成人每人次 20元，1.2米以下儿童每人

次 10元，1.2米以上儿童按成人优惠票价。为了方便游客体

验，游客可从寄料镇沿庙洪公路向东南行驶 7公里，至李店村

路口左拐进入景区旅游通道，从景区西门进入，沿观景步道到

达玻璃天桥。

我市召开中秋节老干部座谈会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 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我市召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暨
“两山”理论实践创新报告会

70米书画长卷迎国庆

汝州第一玻璃天桥国庆节“开桥”

中秋小长假亲子游和研学游线路受青睐

数说汝州城市 70年系列报道（城市发展篇）

新型城镇化不断加快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据记载，1947年 2月，临汝县全县解放，当

时县城建成区面积约 3平方公里。1978年，临汝

县城建成区面积 6.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 5.63

万人，其中非农人口 2万余人。改革开放后，我

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面貌日新月

异。2018年，汝州市城市建成区面积 43.54平方

公里，城市人口 4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47.24%。

城市规划

70 年来，城市发展规划从无到有，从城

乡总体规划到村庄发展规划，从全域规划到

各类市政专项规划，城乡规划体系不断完善，

城市功能日益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临汝县于 1958年、1973

年进行了两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但只是示

意性轮廓设想，没有具体的方案布局。改革开

放后，进行了第三次城市规划修编，拟定市区

用地向老城区和火车站方向发展。为了适应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汝州市于 1986

年、1988年和 1997年又对原城市规划进行了

三次修编，同时配套编制了道路交通、园林绿

化、给排水、电力工程、邮电工程、消防、环保、

集中供热、防洪等专项规划。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城乡规划驶入“快

速路”，“总规”、“控规”、城市设计全面发展。

2014年，聘请深圳王牌城市研究院，对汝州城

市定位、城市布局、城市形象等进行了全面策

划包装。委托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院于

2015 年 1 月完成了《汝州市城乡总体规划

（2015-2030）》修编工作。

2016 年 6 月《汝州市城乡总体规划

（2015-2030）》获省政府批复，新的城乡总体规

划绘就了我市未来 15年城乡发展蓝图。对汝州

城市性质进行了定位，确定了城乡发展总目标

和城乡人口规模与城镇化水平，明确到 2020

年，市域常住人口约 116万人，规划城镇人口约

64万人，城镇化水平约 55%，其中中心城区人口

约 50万人，建设用地规模达到 50平方公里。

城市建设
70年来，坚持以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为目标，大力推进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市功能日益完善。

道路：解放时，临汝县城的主干道是中大

街、南关街、老二门街，城区街道全部为土路

面；对外联络依靠洛汝、叶汝、许汝三条砂石

公路。1958年，中大街和丹阳中路完成沥青路

面铺设，全长 2.75公里，实现了路面硬化零的

突破。2018年底，汝州城区主次干道总长 152

公里，人行道、快慢车道、绿化带功能明确，大

街小巷全部硬化。2019年，建成了 170公里自

行车专用道和 126公里健康步道。

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是公共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体现着城市经济和社会文明的进

程。建国初期至 60年代末，物质条件还极度

匮乏，居民出行要依靠步行，有时也坐马车，

个别人骑自行车，出远门坐班车但班次较

少；1971 年，焦枝铁路建成通车；2000 年 3

月 15日，城市公交首次开通。截至目前，公

交线路从最初的 3条增长到 20条，其中有 6

条免费公交线路；运营车辆从最初的 30台

增长至现在的 180 台，其中新能源公交车

153台。2001年城区出租车开始运营，首批

运营车辆 120 台，目前运营车辆 600 台。

2016年 9月，汝州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服务正

式启动，市区投放量 2000辆，丰富了人民的

出行方式，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群众的绿色出

行。曾经承载几代人记忆的摩托车和自行车

现正逐步成为人们的一种爱好和健身方式，

见证着时代的变化。

供水：建国初期至 1988年以前，我市居民

用水均为自备井，全市没有集中的供水系统。

1988年，汝州市自来水公司成立。1989年，以地

下水为水源的我市第一水厂建成供水，日供水

能力 1万吨；2000年，我市第二水厂建成供水，

日供水能力 2万吨，水源依然为地下水。2017

年，以涧山水库为水源地的第三水厂建成供水，

日供水能力 6万吨，改变了多年来依靠地下水

供水的现状。2017年，南水北调引汝工程启动实

施。2018年，全市公共供水量 843万方，其中居

民家庭用水 700万方。

排水：建国初期，城市排水排污主要依靠天

然河道及自然形成的大坑。1989-2000年，汝州

新建及改造城市雨污合流制主排水管道 15条，

铺设钢筋砼管总长 19.58公里；改造和完善了塔

寺、东关、西西等居民小区的排水管网；同时完

成洗耳路、望嵩路等 20多处排水工程建设。

2000年底，城区各类排水管道总长为 88公里。

2011年，我市新修排水管道全部施行雨污分流

制。2018年底，各类排水管道总长 148.67公里，

其中，雨水管网 48.72公里，污水管网 36.86公

里，雨污合流管网 63.09公里。

污水处理：2001 年，汝州市城东污水处

理厂开工建设，2004 年完工投入使用，占地

面积 78.5 亩，日处理能力 4 万吨。2014 年，

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2 万

吨）、庙下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1 万

吨）、石庄污水处理厂（远期日处理能力 10

万吨）开工建设。

供电：1956年，临汝县联营铁工机械厂购

进一台 24KW的柴油发电机组，仅供县政府

和兵役局用电。1959年,临汝县发电厂成立。

1966年，洛阳行署给临汝县调拨一台 500KW

机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达到 1005万度，基

本上解决县城的用电问题，与此同时，全县的

小水电事业也有一定发展，截至 1980年，全

县小型水力发电站 39处，装机台数 45台，总

容量达 2327千瓦。建市以来，汝州市统筹推

进城乡电网改造，持续深化企业管理，不断提

升优质服务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

电力支撑。1989 年初，全市共有配电台区

1150个，安装配电变压器 1162 台，总容量

120185千伏安。全市行政村通电率为 94.4%，

通电户 15万户，户通电率为 73%。2018年，全

市售电量 15.32亿千瓦时，是 1988年售电量

1.2亿千瓦时的 12.77倍。

供气：1992年之前，汝州居民生活所用燃

料基本以煤炭为主，个别居民开始使用液化

石油气；1993年，煤气工程开工建设，将市焦

化厂炼焦产生的煤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城区。

1994年，煤气工程点火通气，汝州市成为河南

省首家使用煤气管道的县级城市。2016年 3

月，完成城市天然气引入工程建设。目前，城

区实现天然气全覆盖，并通达 6个乡镇，2018

年全市天然气供应量 2915万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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