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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载 美 好 新 生 活
□文/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城，所以盛民也。”城市作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综合体，它的建设、发展与治理水平，紧紧关联着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家”，一个家庭的幸福感，来自于整洁、美丽、文明、有温度；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也来自于整洁、美丽、文明、有温度。

“十三五”期间，我市全面吹响高品质城市建设的冲锋号角，城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公共服务设施、生态宜居水平、道路交通环境都得到量的扩容和质的提升。五年间，中央公园、绿洲广场、特色小镇

拔地而起，机绣产业园、“互联网+”商务电子产业园，点亮城市“会客厅”……城在林中、水在城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秀美自然风景与良好生态环境惠及万家，成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增长点，真正实

现了“颜值”和“内在”的惊艳巨变。

这正是：汝州游，繁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大街小巷处处花香稠。趁春光正好，莫等候。大地回春，百花萌动。阅遍汝河春色丽景日，是时候。

整齐划一的夜市摊点

白鹭栖息汝河湿地

独具特色的汝瓷小镇

为螺丝头戴安全帽

48小时火速接火通电

“绣花功夫”管理城市

一座城市犹如一件艺术品，必须精雕细刻，才能彰显风骨。

初春时节，穿行于汝州市区，阳光明艳，暖意融融。放眼城

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道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一处处生

机盎然的公园……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这座

城市面貌的喜人变化。

昔日废弃破烂的空地摇身变成独具汝州特色的厕所，往

日贴满“牛皮癣”的商铺玻璃门变得干净整洁，从前交通拥

堵、摊位配置标准不高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街道变得顺畅

美观大方，上厕所舒心了、停车放心了、夜市摊位多了，城市

市容秩序和环境卫生正在一步一步变美变好……走进这幅

用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理念描绘出的崭新城市画卷中，一道

道亮丽的风景让人赏心悦目，处处展现着汝州这座城市的无

限魅力。

建成公共停车场55座，施划路边车位和如厕临时车位、

快递小哥车位、分时段车位等专用车位12607个，非机动车位

9275处；开展“城管畅学”行动，施划熊猫车位、园丁车位169

个、摆放花箱141组、安装非机动车位螺旋停车桩490米、防撞

柱100套；打通市标周边、朝阳路、丹阳路、风穴路等路段人行

通道，改造盲道长度1800米，新增人行通道2100米，施划人行

通道警示黄线、道路交叉口禁停标线280处、32000米，设置各

类标识指示牌35个、路口便民导向牌246个、安装U型交通护

栏800个，实现人车分流，畅通市民出行环境；19条主次干道、

45条背街小巷安装空调格栅2598个，熨烫国旗898面，规范国

旗悬挂565起，拆除废旧螺丝桩、减速带4128处，安装市政设

施裸露螺丝帽1300个。

高标准提档升级夜市、便民疏导点，创新设立1688便民夜

市，规范设置餐饮摊位93个、便民点摊位33个、小商品摊位356

个；建成宠物公厕、饮水点53座，办理犬牌477个，收容犬只423

只，通过爱心领养活动认养无主犬360只；开展“靓城行动”，不间

断对道路、城市家具进行全面清洗，日出动环卫作业车210辆次，

用水1600吨；改造更新中大街门头牌匾526户、2600余米，美化裸

露的砖墙外立面582处、12000平方米；新铺设城北小学、宏翔大

道广成路北段人行道2405平方米，修补城区12条街道人行道

2792平方米；治理裸露黄土“见缝植绿”，累计运输填埋黄土1880

方，播种草籽、花籽面积1229平方米。

持续保持查违治违高压态势，拆除违法建设99处；联合交

警部门拆除非法改装三轮小吃车198辆；依法集中销毁非法广

告三角锥5630个；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32798起；治理沿街叫

卖、广场舞、健步走，甩鞭子，唱歌唱戏，工程施工等噪音扰民

535起。

“十三五”期间，我市以市容秩序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为抓

手，牢固树立“城市管理工作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理念，始

终坚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重要衡量标准，围绕“将一切已

经或可能危害群众的事再小也必须办好”的工作目标，以“绣花

功夫”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电”亮城市“诗和远方”

郝沟村位于市南22公里处，全村辖4个村民组、3个自然

村，地域总面积4.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10 亩，由于地处

山区、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被列为我市贫

困村之一。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于2015年被确定为郝沟村对

口帮扶单位，在该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已于2018年退

出贫困村行列。

电网脱贫，规划先行。该公司积极组织配网办、营销部等

部门对每个贫困村进行实地察看，全面摸清了55个贫困村电

网现状，科学编制了《汝州市电网脱贫专项方案》，确定了“分

类统筹、整村推进、销号管理”的电网脱贫改造思路，以保障

农村生产生活安全用电、提高农村用电水平为总目标，全面

解决贫困村电网“卡脖子”“低电压”等问题。同时，该公司主

动与市委、市政府对接，全面掌握每个贫困村脱贫攻坚的任

务书、时间表，将电网脱贫攻坚工程纳入重点工程，建立了电

网脱贫攻坚工程项目库，做到“一村一方案”，将扶贫项目精

准落实到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台区，改造一个、验收一个、销

号一个。

在汝州，像郝沟村一样的贫困村有55个。“十三五”期间，该

公司累计对全市9个乡镇63个贫困村实施配电网建设工程，共涉

及13个批次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867.22万元，新建改造10千伏

线路106.21千米，新建改造配电台区259台，容量54300千伏安，

新建改造0.4千伏线路384.5千米，目前工程已全部竣工并投运完

毕，实现了贫困村中户户通电率100%，通动力电率100%，改造后

户均配电容量均达到2千伏安以上，彻底解决了全市贫困村电网

“卡脖子”“低电压”等问题，为促进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提供了充足的电力保障。此外，该公司还投资3946.62

万元，分6个批次开展井井通电项目，新建10千伏线路84.36千

米，新建配变278台，容量27800千伏安，新建配套0.4千伏线路

308.09千米，受益农田达75100亩，实现了全市农田机井通电全

覆盖，每年可以减少农民灌溉支出447.4万元，同时有效降低了

农业生产劳动强度，为贫困地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

的保障。

引水治水湖河绕城

一弯汝水穿城而过，滋润着120万汝河儿女；一座绿城傲然

屹立，养育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汝州，这座传统历史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的水韵之城，这

座山水相映、生态宜居的绿色之城崛起在中原大地上。多年来，

我市以水为媒，爱水护水、管水用水、引水治水，做活节水文章、

扮靓水韵汝州，2018年12月，我市获得“河南省节水型城市”称

号，2021年1月我市获得“国家节水型城市”荣誉称号。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我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为662.5毫米，水资源总量为2.761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

386立方米，属极度缺水城市。缺水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十三五”期间，我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全面落实国家节水

行动，按照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要求和河南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大力推进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号召，在2018年成功创建

省级节水型城市的基础上，不歇脚、不停步，全市动员，全民行

动，再次吹响了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号角。

在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中，我市不断加大节水型企

业、节水型单位、节水型小区创建力度，节水型载体创建指标达

到国家节水型城市相关标准。2018年省级节水型单位覆盖率达

到10.09%、省级节水型小区覆盖率达到16.18%、省级节水型企

业覆盖率达到10.2%。2019年省级节水型单位覆盖率达到

23.57%、省级节水型小区覆盖率达到17.87%、省级节水型企业

覆盖率达到43.69%。

一座城市因水而充满灵性，因灵性而充满温情。如今的汝

州，引水治水，湖河绕城，在水的滋养下，孕育出温润如春的品

性和灵动多姿的风采。

实施引陆入汝工程，建设第三水厂；实施水系连通工程，打

造生态水系网络。先后打造洗耳河、北汝河、幸福渠、东二干渠4

条水系及城市中央公园五湖互连互通，建成两条近50公里的循

环水系，形成了河湖相连、依湖而居的滨水城市特色。

实施“四水同治”。我市把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

害统筹治理，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

水灾害防治能力。开展汝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建成森林公园、

滨河公园、中央公园等三个面积超过3000亩的湿地公园，构成

汝州生态安全屏障，涵养地下水源。

强化水环境治理，全力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加强黑臭水

体治理，完成洗耳河城区段、东建材市场、黑臭水体整治，城市

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为100%。

同时，我市高标杆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严格遵循“因地制宜、道法自然”的海绵城市建设原则，创造

性的使用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取得了4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工作中，通过实施雨水收集工程、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等措施

扎实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完成5条海绵示范道路、22个海绵示范

公园绿地、2个海绵示范单位小区以及广城河、洗耳河2个海绵示

范生态水系建设，城区海绵面积达到8.6平方公里，城区海绵面

积占建成区总面积的20.65%，城市建成区内无易涝点。通过海绵

城市建设，城市中的降雨得到涵养利用、内涝防治能力明显提

升。2017年11月，我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

例奖”。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更是生态之基。创建国家节水型

城市不是终点，而是践行节约用水理念、建设生态绿色城市的一

个新起点。我市把节水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科学的系统工程来

实施，潜心打造汝州节水特色品牌，让绿色成为汝州发展的最强

底色，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蓝天永驻的姿态，开创汝州永续发

展的美好未来。

如今行走汝州，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低头可见清澈的湖

水，市民置身于一幅城在水中、水在城中、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让人仿佛来到了梦里水乡。

内外兼修“实力圈粉”

爱上一座城，始于颜值，终于品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不单

是把城市搞得卫生、干净一点，而是以此为契机，不断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十三五”期间，我市百城建设提质以及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污水处理等惠民工程大力推进，绿地游园建设，发展夜间经

济，规范夜市摊点，强化城市网格化、精细化管理，聚焦“空调穿

衣”“螺丝戴帽”“熊猫车位”以及文明养犬等热点问题，让汝州城

区实现“旧貌换新颜”，并成功创建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等金字招牌。

以开展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契机，围绕国家园林城市创建

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将城市绿化作为优化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保障和改善民生、打造山水宜居绿城的重要举

措，按照统一规划、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全民参与的原则，深入

推进城市绿化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及园林绿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截至目前，汝州市城市建成区

绿地总面积达到1539公顷，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760公顷，建成各

级各类公园、广场和游园84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41.87％、35.48％和15.92平方米。

2016年11月18日，我市集中供热启动仪式在汝州市瑞平电

厂召开。城市集中供热项目是我市2016年“十大民生工程”，项目

总投资3.77亿元，供热面积584.04万平方米。建设主管网65.33公

里,以德平热电厂为热源,基本能满足我市中心城区总体规划范

围内的各类民用及工业生产用热需求。

“最难管的地方，就是最需要设摊的地方”———本着“设摊便

民”的原则，市城市管理局梳理全市“难管”区域6处，经多次实地

调研，听取商户群众意见，最终选定汝州1688便民夜市建于朝阳

路与向阳路段的沿河路，设南区夜市点和北区夜市点。首期开业

的南区夜市设摊位500余个，二期为北区夜市点将增设摊位300

余个，可解决1000~1600余人就业。届时，与全市最大餐饮夜

市———洗耳河餐饮夜市交相呼应，将成为购物、餐饮、游玩一站

式服务中心。

…… …… ……

自然生态美，山水间崛起一座绿色宜居城；人文生态美，让文

明花开满城芬芳；社会生态美，让城市温度散发新魅力。“十三五”

期间，我市以城市双修、文明创建为载体，加快城市转型步伐，城

市环境更加宜居，城市形象更加靓丽，城市文明蔚然成风。

一串串闪亮的数字和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印证着汝州天蓝、

地绿、水清、城美，老百姓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如今，

汝州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城市，既“秀外”又“慧中”，处处展现出

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新图景。在不懈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汝州的“长跑”和“接力”中，还将书写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用市民的话说：“天蓝了，地绿了，空气好了，路净了，城市

环境越来越好，生活也更加舒心。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就是我们

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