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 日 清 晨 ，漫 步 在 许 昌 市
区，只见整洁的市容、畅通的道
路、精巧的建筑、多彩的花木、文
明的市民，构成一幅和谐宜居的
美好画面。

2001 年以来，我市坚持常态
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
创建不放松。历届市委、市政府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
底，聚精会神抓创建，健全了创
建工作决策、激励、推进、宣教、
监督五项机制，实现了创建工作
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一脉相
承而又与时俱进，锲而不舍终至
滴水穿石。

如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殊
荣的许昌，正以昂扬的姿态，从
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
迈进，致力把城市建设成为生态
涵养的容器、文明传承的薪火、

百姓安居的家园。
11 月 26 日，在许昌清潩河

畔，5.8 公里长的绿道两旁，浸绿
染碧。“这是城市里的天然氧吧，
也 是 老 百 姓 休 闲 娱 乐 的 好 去
处。”市民刘俊良的话语里不无
自豪。

从昔日“龙须沟”到今朝潺
潺清流，纵贯许昌南北的清潩河
之变，是许昌文明创建带来的成
果之一。此外，我市还相继建成
恢宏大气、设施一流的许都大剧
院、许昌博物馆、许昌图书馆和
占地 3300 亩的中央公园 ；市区
建成 468 处公共体育和儿童游
乐设施，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
站和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打造
了“15 分钟健身圈”“15 分钟健
康圈”“15 分钟阅读圈”“15 分钟
便民生活圈”；新建和改扩建中
小学和幼儿园近 200 所，新增学
位近 4.5 万个，让群众得到具体
可感的创建“红利”。

自 2001 年 开 始 文 明 创 建 ，
许 昌 市 经 过 坚 持 不 懈 努 力 ，于
2015 年 2 月首次荣获全国文明
城市称号；2017 年 11 月，经中央
文明委复查审核确认，许昌蝉联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荣誉来之
不易，保持更需努力。多年来，
历届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执政
为民理念，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统领各项创建工作，走出了一条
具有许昌特色的文明城市创建
之路。

19 年坚持不懈的创建，让许
昌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了创建带
来的可喜变化。

步入今日许昌城，你会感
受到这里环境宜居，文明新风
扑 面 而 来 ： 散 布 于 中 心 城 区 、
乔灌花草等合理配置的大小广
场、游园精巧别致，人们在其
中幸福地休憩、游玩；大街小
巷干净、整洁，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超过 12 平方米，城市绿化
覆盖率达到 41%，“中原绿肺”
名不虚传……

创文明城，根本在于育文
明人、铸城市魂。持续深入开
展的创建，有效提升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
程度。许昌涌现出了全国道德
模范吴新芬、刘兴元刘贺龙父
子 ， 河 南 省 道 德 模 范 黄 小 朋 、
赵枝妮，全国文明家庭刘英家

庭等一大批代表时代新风正气
的道德模范、先进典型。全市
逾 54 万名注册志愿者和老干部
城市管理督导团、草根爱心群
等一大批民间团体活跃在创建
一 线 ， 市 民 参 与 率 高 达 97% ，
实现了文明城市与文明市民共
同成长。

城市，因创建而美好。许
昌 实 现 了 环 境 美 化 、 经 济 提
速、民生幸福的“同频共振”，
开出了璀璨的文明之花。

“创建，是一项永不竣工的
工程；创建，是一场永不终止
的竞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
少林说，“站在全国文明城市的
新起点，我市开启了从‘创建
文 明 城 市 ’ 到 ‘ 建 设 城 市 文
明’的新跨越，让广大市民在
参 与 创 建 中 培 养 现 代 文 明 意
识、形成良好文明习惯，带动
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全面
提升。”

我 市 各 地 各 部 门 按 照 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牢牢
树立全域创建、全民创建的意
识，充分发挥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的引领作用，(下转第八版)

创文，我们永远在路上
——我市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孔刚领

11月 29日，在
市行政服务大厅，大
学生志愿者正为市
民讲解信用查询一
体机使用方法。目
前，在我市行政服务
大厅安装的信用查
询一体机已完成系
统调试，可为市民群
众提供信用报告、黑
红名单、双公示等信
用信息查询及报告
打印服务，成为展示
信用建设的崭新窗
口。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本报讯（记者 高伟山）数年
之久的盼望终于变成现实。12 月
1 日，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
正式通车，许昌的禹州站、长葛北
站、许昌北站、鄢陵站 4 座高铁站

正式投用。随着郑渝线上经停许
昌的第一趟高铁 G4051次、郑阜线
上经停许昌的第一趟高铁 G6626
次分别驶过许昌，许昌的“川”字形
高铁网已“收笔成形”。加上此前

投用的京广高铁、许昌东站，许昌
目前已拥有 3 条高铁线、5 座高铁
站，构成了崭新的许昌高铁格局，
为许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更加迅
猛疾驰的“高铁动力”。

目前为过渡阶段，铁路部门
暂时只公布了 12 月份的列车时
刻表。12 月份，禹州站经停高铁
车次共 18 趟，长葛北站经停高铁
车次共 13 趟，许昌北站经停高铁
车次共 9 趟，鄢陵站经停高铁车
次共 8 趟。相关票价已经可以查
询，部分车次还显示有折扣票价。

据悉，郑渝高铁途经河南、湖
北、重庆三省（市），最高设计时速
350 公里。此次开通的郑州至襄
阳段全长 389 公里，共设郑州东、
郑州南、长葛北、禹州、郏县、平顶
山西、拐河北（越行站）、方城、南
阳东、邓州东、襄阳东等 11 座车
站，初期运营时速 300公里。

郑 阜 高 铁 全 长 276 公 里 ，全
线设郑州南、许昌北、鄢陵、扶沟
南、西华、周口东、淮阳南、沈丘
北、界首南、临泉、阜阳西等 11 座
车站。这一高铁向东与同日开通
运营的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相
连，并通过合肥连接合宁高铁、合
福高铁，将进一步密切我国中原
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三版）

郑渝郑阜高铁昨日通车
我市“川”字形高铁网成形

值班总编 李春霞 编辑 王辉 校对 赵亮 E-mail：xcrbzbs@sina.com 新闻热线 4396826

2019年12月2 日
星期一 农历己亥年十一月初七

XUCHANG DAILY

□网址：http：//www21xccom □许昌日报社出版 第 9066期□许昌手机报移动用户发送XCSJB到 10658300进行订阅（3元/月）

□中共许昌市委机关报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13

近 日 ，百 菲 萨 环 保 科 技（河
南）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百 菲
萨”）奠基典礼在长葛市大周再生
金属循环产业集聚区（以下简称

“大周产业集聚区”）举行。从参

观考察，到正式签约，再到奠基动
工，仅用时 220 天，创造了对德合
作的“许昌速度”，为我市开展新
一轮对德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公司是目前落户我市体量

最大的德国独资企业，计划投资
5000 万美元建设年处理 11 万吨
电炉除尘灰、年产 4 万吨氧化锌
项 目 ，年 可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8 亿
元。“该项目以回收利用电炉炼钢
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电炉
除尘灰为原料，采用世界先进的
威尔兹回转窑生产工艺，以实现
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并从中再
生氧化锌粉以供再利用。”大周产
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姜峰告诉记

者。
据了解，百菲萨是一家为工

业废物的综合管理和回收提供创
新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国际领先公
司。在欧洲，百菲萨是回收碳钢
和不锈钢除尘灰以及铝冶炼废物
的领头羊企业，威尔兹回转窑生
产工艺被欧盟认定为当今最先进
的技术。

“长葛环保产业规模大、产业
基础好，大周产业集聚区内不仅
有金汇集团、金阳铝业、瑞佳铝
业、好宜家产业园等一大批优秀
的金属再加工企业，而且还是国
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国家循环
经济教育示范基地。”姜峰说，

(下转第八版)

落户长葛的德国独资企业百菲萨环保科技（河南）有限公司，从
参观考察，到正式签约，再到奠基动工，仅用时220天——

“ 许 昌 速 度 ”助 推 对 德 合 作
本报记者杨伟峰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 12 月 1 日印发了《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规 划 纲 要》指 出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
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
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
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

空间布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增
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
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
效率，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

本《规划纲要》是指导长三角地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体化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是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的依
据，分为“发展背景、总体要求、推动形
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强协同创新
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水平、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加快公

共服务便利共享、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
放、创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高水平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高标准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
片区、推进规划实施”等十二章。规划
期至 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全域。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
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
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
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几天前，本报刊登的一幅
图片在寒冷冬日里让人看后心
头一暖：交叉路口，一肢体残
障人士正在过斑马线，交警和
两位市民争相上前搀扶。举手
之劳，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

帮助老人过马路、公交车
上让座、随手捡起地上的垃
圾，这些“举手之劳”都需要

热心肠。当“举手之劳”成为
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升华了人
们的道德水准。如果人人都有

“举手之劳”的意识和行动，那
么无数“举手”就必然能够撑
起文明社会这片蓝天，装扮出
生活中最美的风景。正是许许
多多“举手之劳”、微不足道的
好人好事，让我们的城市变得
更加温暖；也正是对很多人来
说的“举手之劳”，推动了城市
文明不断前行。

笔者认为，从城到人，再

从人到城，当“举手之劳”成
为根植于每个市民心中的“下
意识”行为时，这样的星星之
火就可“燎原”，成为城市的“文
明之光”。我市创建文明城市以
来，以前屡禁不止的小广告已
鲜见踪迹，从多部门联合执
法、源头治理，到居民主动上
前帮助清理，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面对闯红灯等不良陋习，
不仅有交通志愿者上前制止，
而且有更多行人自发告诫劝
阻，交通秩序井然有序；公交

车上为老人让座、捡到遗失的
财物及时归还、吃不完的饭菜
打包等文明行为越来越多……
点点滴滴的文明之举、礼让之
风，铺设了城市的温暖底色，
绘就了城市文明的最美画卷。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文明，是一种意
识、一种素养、一种道德，文
明就在我们每个人举手投足的
习惯之中。文明不是一句口
号，不是引人关注的壮举，文
明就是于无人处、于点滴处的
一次次“举手之劳”。只有大家
自觉做文明人、办文明事，我
们的城市才会更文明、生活才
会更美好。

“举手之劳”亦文明
孔刚领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月 29 日下午就我
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
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
会稳定的重要使命。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
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

清华大学教授薛澜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
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不断调整和
完善，应对自然灾害和生产事故灾害能力不断提高，成功应对了一
次又一次重大突发事件，有效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安全风险，创
造了许多抢险救灾、应急管理的奇迹，我国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在实
践中充分展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习近平强调，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
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
情。同时，我国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易发多发，影响
公共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既是一
项紧迫任务，又是一项长期任务。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加强
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加强对危化品、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
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排查，提升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
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要加强应急预案管理，健全应急预案体
系，落实各环节责任和措施。要实施精准治理，预警发布要精准，抢
险救援要精准，恢复重建要精准，监管执法要精准。要坚持依法管
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应急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系统梳理和修订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抓紧研究制定应急管理、
自然灾害防治、应急救援组织、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危险化学品安全
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要坚持群众观点
和群众路线，坚持社会共治，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推动安全宣传
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
知识，培育安全文化，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支持引导社区居民
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筑牢防
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专常兼备、反
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应急救援队伍。要采取多种措施加
强国家综合性救援力量建设，采取与地方专业队伍、志愿者队伍相
结合和建立共训共练、救援合作机制等方式，发挥好各方面力量作
用。要强化应急救援队伍战斗力建设，抓紧补短板、强弱项，提高各
类灾害事故救援能力。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打造尖刀和拳头力
量，按照就近调配、快速行动、有序救援的原则建设区域应急救援中
心。要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完善应急救援空域保障机制，
发挥高铁优势构建力量快速输送系统。要加强队伍指挥机制建设，
大力培养应急管理人才，加强应急管理学科建设。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撑，优化整合各类科
技资源，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依靠科技提高应急管理的科
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加大先进适用装备的配备力
度，加强关键技术研发，提高突发事件响应和处置能力。要适应科
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监测预警
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
能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
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要建立健全重大自然灾害
和安全事故调查评估制度，对玩忽职守造成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
的，依纪依法追究当事方的责任。要发挥好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
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衔接好

“防”和“救”的责任链条，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形成整体合力。
习近平指出，应急管理部门全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都应急值

守，随时可能面对极端情况和生死考验。应急救援队伍全体指战员要做到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
诚为民，成为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力量。应急管理具有高负荷、高压力、高风险的特点，应急救援队伍奉献很
多、牺牲很大，各方面要关心支持这支队伍，提升职业荣誉感和吸引力。

习
近
平
在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十
九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强
调

充
分
发
挥
我
国
应
急
管
理
体
系
特
色
和
优
势

积
极
推
进
我
国
应
急
管
理
体
系
和
能
力
现
代
化

图为12月1日，乘客在郑阜高铁鄢陵站站台上。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大 家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