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城保护永远在路上
———写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功之际

□ 记者 管玮玮

公元2016年11月22日，无疑将载入高邮的史册！
这一天，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我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从这一天开始，我市正式成为全国第 130座、江苏省第
1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江苏省第3个成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的县级市。

这一盼望已久的喜讯传到邮城，83万高邮人笑逐颜开，奔
走相告……

从 1995年，我市被省政府列入江苏省首批历史文化名
城，到如今21年；从2011年，市委、市政府作出申报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这一重大决策，已过去 5年；如今梦圆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21年的前期准备、5年的“申名”历程，道阻且艰、历经坎
坷，但在这个美丽的初冬，“申名”成功让高邮人民格外自豪与
骄傲。高邮从此多了一张沉甸甸的“国”字号名片，有着 7000
多年文明史的高邮又站上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坚强基石

作为全国 2000多座县市中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
高邮，是中国最早见证邮驿制度的重要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尧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高邮在古城文化、史前文化、邮驿文
化、漕运文化、名人文化、红色文化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历史价
值与特色。

早在公元前 223年，秦王嬴政就在此筑高台、置邮亭，从

此展开了这座古城长达数千年的历史画卷。
唐宋元明清，一路走到今。高邮作为运河之畔的明珠，古

代驿站的重要枢纽，一直与运河文化、邮驿文化结下了不解之
缘。高邮也成为一座因“邮”而生、傍“运”而兴的古城。运河文
化与邮驿文化成为高邮独特的历史文化气质。

高邮先民们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存。目前，古城
格局与街巷肌理历经千年风雨沧桑，至今仍基本完好。以漕
运、邮驿文化为代表的城南历史文化街区，以当铺商业文化
为代表的城北历史文化街区，以水乡居住文化为代表的城中
历史文化街区，均较好地体现了旧时高邮古城的风貌。文游
台、净土寺塔、奎楼、镇国寺塔等四个古城坐标点，构成了高
邮“双塔一楼一台”的独特城市人文景观。目前，高邮已拥有
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共 96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中
国大运河遗产点段 2处（盂城驿、明清运河故道），全国重点
文保单位 6处，省级文保单位 7处，市级文保单位 83处。同
时，还有 42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高邮民歌被列入国
家级非遗名录。

这些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成为高邮申报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坚实基础。2011年，高邮启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申报
工作。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相关部门群策群力，各界群众积
极参与，名城保护与申报工作全面推进，硕果累累。

今年 1月 6日至 8日，由国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组成
的评估考察组，对我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进行实地

评估考察。评估考察组认为，我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传
统的街河相依、城水一体的古城传统格局以及旧时的历史风
貌至今犹存，高邮已具备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

同心同德全民参与是强大动能

市委书记勾凤诚在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我市
要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与研究，逐步健全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体系和传承机制，用文化的力量凝聚市民的归属
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在新一轮城市发展规划中，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提出
了强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新定位。2011年12月，我市正式出台
《关于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意见》，标志着申报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正式启动。

“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全市人民的梦想。”市名城办
负责人表示，国家名城是名城保护中的最高级别，不仅可提高
保护地位，更是增强文化自觉的体现，还可提升高邮城市的文
化软实力。

（下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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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 管玮玮） 29日，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
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出
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薛晓寒、孙明如、王永海参加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桂秋主持会议。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
杨文喜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农
村扶贫工作情况的汇报，以及市人大
常委会调查组相关工作情况的调查报
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审计查出问题
的整改情况汇报；审议并通过了市政
府关于《增加开发区和城南经济新区
发展空间的议案》、市人大关于《市人
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市人大关于《召开高邮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会议
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就全市农村扶贫工作，张秋红要
求，市政府要围绕既定目标，抢抓机
遇，争取资金，动员各方力量，以更大
的工作力度推进农村扶贫工作；要因
村施策、因户施策，深入健全扶贫“五
项机制”，全面推进扶贫“五大工程”，
确保农村扶贫工作取得真实成效；要
强化责任担当，倒排工作序时，细化工
作任务，完善督查机制，以更严的考核
凝聚扶贫工作合力。

关于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
张秋红要求，市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
审计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力度，对审计

查出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研究对策
措施，着力构建政府性资金监管长效
机制。同时，相关审计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审计监督，
积极推进各项审计监督制度的全覆
盖，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就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工
作，张秋红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理顺关系，做好决定权与监督权的
紧密结合，以保证人大常委会决议决
定的有效实施，为建设“强富美高”新
高邮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上，市政府还就关于贯彻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市贯彻实施 <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 >情况的执法检查审
议意见》的情况作书面汇报。

今日总值班 唐以军
责编 袁慧 版式 胡文君

叶健来邮督查灌区项目建设
姚苏华 潘学元等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陆业斌） 29日
上午，省水利厅副厅长叶健来邮督查
灌区建设项目，要求我市按照序时进
度，不折不扣完成年度工作任务。扬
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姚苏华，我市市
长潘学元，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
战部部长杨文喜参加活动。

高邮灌区 2016年度节水改造
项目是第一年度项目，总投资 6000
万元，重点对卸甲镇、城南新区等乡
镇园区范围内的干支渠道及渠系建

筑物进行改造。该工程8月18日开
工以来，已基本完成清障清杂及土
源落实，正在进行清淤、土方回填及
建筑物施工，预计 12月底前全面完
成项目建设。

叶健听取我市工程建设情况汇
报后，充分肯定了我市近几年水利建
设、综合改革等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他要求我市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间节
点，加快推进高邮灌区今年的项目建
设，不折不扣完成任务。（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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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邮市委 高邮市人民政府 主办 高邮市新闻信息中心 承办

开发区矢志为文明城市创建“加分”
本报讯（通讯员 德军 朕宇 记者 殷朝刚） 28日，开发

区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工作推进会，对迎检工作进行
部署和有针对性的落实，以确保“责任田”内创建工作不失分，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添彩加分。市委常委、开发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广华出席会议。

为确保创建迎检工作不失分、多加分，开发区成立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对照测评标准制订任务分解表，并组建 7个工作
组深入到各节点部位，以切实做到创建工作无盲区、全覆盖。
开发区先后改造完成城中村旱厕 260座、修复整治了长江路
和捷通路、新建了兴欣路垃圾临时中转站、疏通了园区 1万多
米的下水道，并对五号河、老横泾河、六支排河等 8条河道实
行常态化保洁清理。与此同时，开发区还利用公交站台、宣传
橱窗、印发宣传画等形式，开展“小手牵大手”“村干部进农户”
“社区干部进小区”等活动，进一步提高百姓对创建的知晓率、
支持率和参与率。

赵广华要求，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进一步加
大创建宣传力度；进一步严格督查，以多频次的督查倒逼工作
推进，对创建工作不力的进行问责。

“三大镇”三条街上榜“江苏传统村落”
本报讯（记者 殷朝刚）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日前，“江

苏省传统村落”名单发布，我市三垛镇东风社区东二街、界首
镇甓湖社区太平街、临泽镇临泽社区中街榜上有名。

古村落（街）是地方的瑰宝，见证着历史，寄托了乡愁。据
了解，三垛、临泽、界首被誉为我市“三大镇”，历史文化悠久，
商贸流通繁荣，古街古巷、民情风俗、传说故事、风流人物，记
载着多少故乡之梦。

四城同创·你我同行近年来，菱塘回族乡
以“树好民族牌、建强回
族乡、造福菱塘人”为目
标，坚持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建设,全面提高城镇
化建设质量,镇区规模日
益扩大，镇容村貌显著改
观，先后创成全国重点
镇、全国文明乡镇、国家
卫生镇、全国最具特色穆
斯林城镇等多项荣誊称
号，今年又被命名为国家
园林城镇。 图为美丽菱
塘集镇一角。

朱根榴 王林山
摄影报道

摄影 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