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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快闪作品《我和我的祖国》“燃爆”微信朋友圈，

视频中的襄城老街场景让人对襄城这座古城刮目相看：

城门广场、沿街牌坊、精品院落、红石道路……修复一新

的明清古街，彰显着明清古韵，成为襄城县一张亮丽的历

史文化名片。这条原本破烂不堪、拥挤混乱的老胡同涅

槃重生，成为襄城县打造宜居县城的精彩写照。

近年来，襄城县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引领，全面推进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各项工作，尤其是着力抓好城市“四治”，

努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

数字显示，仅 2017 年以来，该县就谋划实施城市基础

设施、园林绿化、生态水系、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改造等

113 个百城提质项目，目前已完工 89 个，完工率 78.76%，累

计完成投资 149.83 亿元，占计划总投资的 96.78%。通过

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全面提升了城市品质，吸引了大

批客商到襄城投资兴业。

锦绣金襄换新颜！一座宜居县城正向我们款款走

来，焕发着勃勃生机,书写着古城蝶变的壮丽篇章！

宜 居 金 襄 入 目 来
本报记者 杨红卫 通讯员 王丽飒

雄伟壮观的古城墙

整洁的城市街道

古色古香的老街

秀丽的汝河风光

驾车行驶在襄城县，无论是在宽阔的
311 国道，还是在乡镇道路上，都能感受到
驾驶的乐趣，这里道路标志清晰、路面整
洁、车辆行驶井然有序。

“前些年，襄城县的道路交通情况的确
不容乐观，县城、郊区等地方存在很多堵
点，引起群众的不满，也影响了县城形象。”
襄城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对记者说。

群众的需求就是工作的导向。襄城

县委、县政府从讲民生的高度，加大交通
设施投入力度，突出交通秩序整治，着力
打造便捷之城。

——优化城市交通路网。投资 4.48
亿元，改造提升烟城路、文昌路等 16 条道
路，打通首山大道等 13 条“断头路、卡脖
路”，形成“十纵八横”的路网格局。

——加大老城区改造力度。针对老
城区交通拥堵问题，投资 9700 万元，对 19

条主干道、支路进行改造提升、雨污分流，
打通微循环。

——规范停车秩序。取消主干道路
面停车位，新建 10 个停车场，新增机动车
停车位 5000 余个，道路通行更加顺畅。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投资 4500
万元，购置新能源公交车 110 辆，开通公交
线路 12 条，建成公交站点 206 个；建立公
共自行车系统，建成公共自行车站点 40

个，投放自行车 1000 辆，较好解决了群众
出行难问题。

——整治交通秩序。围绕交通违法
行为、沿街门店车辆停放秩序、占道经营
等进行专项整治，完善一批交通信号设
施，采用“引导、告诫、教育、曝光”等措施，
纠正闯红灯等行为，整治一批易拥堵路
口，城区交通秩序明显好转。

突出交通秩序抓“治堵”——打造便捷之城

每个周末，来自许昌市、平顶山市的
大量“驴友”都会来到襄城县首山城市山
体公园，有骑行锻炼的，有观光旅游的，十
分热闹。这种热闹场景的背后，是襄城县
坚持实施以绿荫城战略的成效。该县共
投资 4.61 亿元，实施了首山矿山治理和生
态修复工程，打造了首山城市山体公园，
这里成为襄城一张亮丽的名片。

治理污染是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
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襄城县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 ，将治污提上重要工作日

程，出台了一系列铁腕措施，取得了明显
成效。

——加强“散乱污”企业治理。该县
依法取缔 52 家“散乱污”企业，对 40 家工
业企业无组织排放进行专项治理，确保实
现达标排放、超低排放。加强扬尘污染防
治。建筑工地实现“6 个 100%”全覆盖，加
强对施工工地 24 小时巡查排查，发现问
题，按照“三单制”管理模式进行处置。

——搞好污水处理。该县投资 7000
万元，对引汝灌渠和老城区 8 个坑塘进行

综合整治，全部消除了城市黑臭水体；投
资 3500 万元，对县污水处理厂进行高标准
改造提升，城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

——坚持以水润城。全力打造水生
态城市，与河南省水投公司合作，融资 27
亿元建设生态水系工程，其中投资 14 亿元
的北汝河国家湿地公园“十一”期间向市
民全面开放，投资 7.5 亿元的东区水系工
程 9月底开工建设。

——深入实施城区绿化提升工程，高
标准完成高速公路引线、紫云大道和 14 个

城区公园游园绿化提升工程，在老城区新
建 10 个广场游园，城市“三绿”指标大幅提
升，为今年的国家园林县城验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在抓好工业、污水等领域污染治理
的同时 ，我们还大力开展城区餐饮业治
理，餐饮单位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取
缔主、次干道两侧临时餐点，这些措施大
大提升了城市环境。”许昌市生态环境局
襄城分局负责人说。

突出生态环境抓“治污”——打造生态之城

走在襄城县城区，处处可以看到精细
化管理的“痕迹”：道路路面洁净如洗，早
市、夜市规范有序，垃圾运输全部封闭运
行……

近两年，襄城县以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为载体，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持续
开展清洁城市、清洁家园行动，城区市容
市貌得到极大改善。

——开展城市“双修”。投资 4800 万
元，实施了曙光路、曙虹路、虹桥路临街建
筑立面整治；投资 2800 万元，完成了紫云
大道、烟城路、百宁大道等 43 条道路 82.6
公里弱电入地。

——升级改造城区农贸市场。投资
1.02 亿元，高标准完成首山市场升级改造，
规划建设 2 个现代化农贸市场，其中台湾

城农贸市场已建成投用，虹桥路农贸市场
正在加紧建设。

——开展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占道
经营、城市“牛皮癣”等 6 项专项整治，先后
整治占道经营 3800 余处，取缔违规夜市烧
烤点 27 个，清除乱贴乱画、小广告等城市

“牛皮癣”20000 余处，有效解决了城市环
境“脏乱差”问题。

——提升环卫工作标准。坚持“以克
论净、深度保洁”，城市主干道均达到“双
五”标准，清扫保洁率、洗扫及时率均达到
100%；投资 2200 万元，对垃圾处理场进行
高标准升级改造，全县垃圾压缩转运率、
密闭运输率均达到 100%，无害化处理率在
95%以上，国家卫生县城已通过验收。

突出市容市貌抓“治脏”—— 打造洁净之城

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绩。近两年，襄
城县聚焦教育、养老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

教育是襄城县的特色和品牌。该县
持续改善城区教育服务，投资 6.7 亿元，新
建、扩建襄城三高、三里沟小学等中小学
33 所，新增学位 2.1 万个；新建、扩建幼儿
园 8 家，新增学位 3500 个，极大解决了大
班额等困扰群众的难题。

在养老方面，襄城县不断创新举措，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在发展城区医养服

务方面，该县投资 17.4 亿元，新建、扩建医
院 7 所，新增床位 6900 个。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该县以襄城县人民医院为龙头，组
建了紧密型医共体——襄城县医疗健康
集团，推动医疗资源共享；启动实施了全
省最大的县级中医院项目；建设了河南龙
耀健康城、紫云谷 2 个医养结合项目，可容
纳 5100 位老人养老；提升了社区养老服务
水平，建设好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襄城县
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9月底投入使用。

文 化 彰 显 着 一 座 城 市 的 内 在 气 质 。
襄城县坚持“以文化城”，重视历史文脉的
传承，投资 9800 万元，对始建于 1958 年的

毛主席视察襄城纪念馆进行改造提升，对
历史文化街区明清古街进行保护性修复，
对文庙、奎壁、古城墙等文物进行保护性
开发，擦亮了“烟叶王国”和“千年古县”名
片。

与此同时，襄城县持续开展“市民素
质”“文明风尚”等“十大提升”行动，为创
建文明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该县投资
6.5 亿元，建设了规划馆、文化馆等八馆合
一的襄城县文博中心，其中规划馆按照国
家“二级馆”标准建设；建成 17 公里的环首
山健身步道和自行车骑行赛道、12 公里的
八七路高速公路引线自行车道以及古城

公园多功能运动场等健身设施，襄城高
中、实验高中、斌英中学、文昌小学等城区
学校体育馆、篮球场、足球场等体育设施
免费向市民开放。

“成绩属于过去，襄城县未来城市建
设的任务很重，我们将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为新的起点，持续加强城市‘四治’，坚
持面子里子一起抓、地上地下一起抓、软
件硬件一起抓，着力把襄城打造成为近悦
远来的‘宜居之城’，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襄城
县委书记宁伯伟说。

突出公共服务抓“治差”——打造幸福之城

县城一隅县城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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