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党爱国 爱我家园 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
维护公德 热心公益 崇尚科学 移风易俗
爱岗敬业 助残济困 勤劳节俭 健康生活
尊师重教 拥军爱民 敬老爱幼 邻里和睦
言行文明 谦让包容 美化环境 保护名城

高
邮
市
民
守
则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
己亥年四月十九专

版
责 编：姚 静
版 式：张增强

三十六湖秋水阔，苍烟一点指高邮。高邮
地处江苏省陆域地理几何中心，是世界遗产
城市。公元前 223年，秦王嬴政在此筑高台、
置邮亭，故名高邮。

这是一座水做的城市。北宋婉约派词宗
秦少游这样描绘他的家乡：“吾乡如覆盂，地
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现代著
名作家汪曾祺不无骄傲地说：“我的家乡是一
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
非是水。”

如今，秀美之城，鱼米之乡，得到诗意呈
现。历届高邮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园林绿化工
作，充分利用水源、水系，播绿植树，造林建
园，清水与绿树相映，鸟语与人声和鸣。连续
多年获得全国绿化造林先进县称号，2009年
创成江苏省园林城市，并且先后摘取江苏省
文明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桂冠。

2018年，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启动
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努力满足人民群众
对优美生态环境和幸福生活的需求，展现了
新时代的新担当、新作为、新面貌。

挥毫落笔，勾勒水乡诗意画卷

大运河傍城而走，高邮湖隔河相望，市
河、玉带河、盐河等十多条大小河流纵横城
区。城外碧波汤汤，城内绿水潺潺，幻化为灵
动飘渺的意境。我市按照“建设大运河历史文
化名城、高邮湖生态休闲城市、江淮生态经济
区创新创业基地、长三角一体化宁镇扬同城
化发展最美‘后花园’”的城市定位，依据国家
园林城市创建标准，突出“秦邮绿韵、诗画水
城”创建主题，先后编制了《高邮市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高邮市绿道规划》、《高邮市生态
网络系统规划》、《高邮市城市湿地资源保护
规划》、《高邮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通过
规划划定城市绿线，优化公园绿地、生产绿
地、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筑牢大运河、横泾
河、盐河、北澄子河环绕的城市生态屏障，凸
显捍海路、通湖路、海潮路、文游路等多条纵
横交汇的城市景观廊道，提升老公园，布局新
园林，使城市绿地、河流、廊道、园林，错落有
致，分布合理，相生成趣，互映生辉。构成“一
脉襟带三环，五廊牵系百园，三十六陂秀水

色，星月交辉绿新邮”的大格局。
与此同时，委托国内著名设计单位，精心

设计并修编完善文游台、盂城驿、市河、抗战
广场、文体中心、盐河等多项旅游景区及园林
景观等设计方案。城市园林特色更加鲜明，城
市绿地系统更加优化，城市景观格局更加清
晰，规划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浓墨重彩，呈现古城独特风采

我市按照扬州市“公园 +”总体要求，遵
循扬州市公园体系导则规范，打造“古城 +公
园，新城公园 +”的本市特色，建设了一批结
构合理、大中小搭配、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园，
并凭借独特的公园体系在 2018年全国幸福
百强县中占据 21位。同时，我市在改造老公
园、建设新公园过程中引入海绵城市理念，让
环境发展更加可持续，答好生态呼吸的时代
答卷。

建绿地公园———按照市民出行 500米就
有一处5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要求，结
合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进行城市空间梳理，
查找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盲区，重点布局和建
设老城区绿化薄弱部位。大幅增加老城区公
园数量，不断提升公园品位。改造提升了蝶园
广场、人民公园等大型综合性公园，让市民进
得来、留得住、赏得景。目前，城市建成区共有
公园绿地60余个，其中 5000平方米以上的
公园绿地50个，有效均衡城市绿地布局，扩
大了公园服务区域，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提
升到88.78%。极大地满足了市民需求，功能
完善、分布均衡、便民利民、免费开放的城市
公园体系基本形成。

建生态廊道———先后组织实施了北澄子
河、大小淖河、新河、横泾河、北关河、新华河、
马饮塘河、大寨河、盐河、市河、玉带河等河道
的综合治理，严格保护原有水域、地貌和植被，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达到87.08%。埋设截污管
道，有效改善河流水质。全面实施沿岸生态景
观建设，因地制宜设置游园、公园和绿色廊道。
对捍海路、通湖路、海潮路、珠光路、文游路等
城市主要通道，实施带状公园建设。对路宽12
米以上的城市主次干道和支路全面实施行道
树完善工程，目前林荫路推广率达到73.55%。

建特色景观———高邮是历史文化名城，
境内有龙虬庄遗址、盂城驿、镇国寺、文游台、

清代当铺等 94处国家级、省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本着保护中利用、传承中发扬的原则，划
定紫线严格保护。启动民生路姚氏宅、恒兴昌
家宅等古民居的抢修工程，使众多古迹在精
心整修后重现风貌。同时，绿化当先，随形造
景，使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相辉映，
造福当代，造福市民。先后建设了京杭运河十
里风光带、运河西堤带状公园、南门大街、盐
河生态休闲运动公园等，展现了“一湖两河三
堤”与高邮古城相伴相生的独特风采。

创意不断，匠心打造工作亮点

绿色是高邮最原始的底色，也是最珍贵
的亮色。为了达成创建目标，不断巩固创建成
果，我市注重创新管理机制，形成了独具匠
心、富有成效的创建－巩固－提升模式，打造
了一系列创建亮点。

高位推进———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下，从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板块干起，从群众呼
声最强烈的地方干起，系统谋划，大力推进，
做一片、成一片。

项目化管理———对照国家园林城市标
准，排查薄弱环节，梳理缺漏盲点，将薄弱点、
盲点编制成项目，由创建办负责人牵头组织
实施，一件一件抓推进抓落实，确保精准到
位，务实高效。

“三权分置”管护———将养护权发包到养
护公司，考核权落实在园林处，督查、否决权
设在住建局，坚持日查、周考、月评，将考评结
果与养护薪酬挂钩，一并公开公示，提高管理
养护的透明度。

全社会监督———通过媒体公开宣传《扬
州市公园条例》、《高邮市绿化管理办法》、《高
邮市绿线管理办法》、《高邮市城市绿地建设
规范》，规范建设，规范行为，形成监督。同时，
链接“12345”政府服务热线，提升园林绿化
管理信息化程度，营造人人参与建设，个个遵
守法规，全社会共同监督的生动局面。

强势宣传———通过宣讲结合、专题专栏
等形式，提高市民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认知，自觉贯彻到生产生活实践中；通
过故事书画、现场观摩，将“美化环境、保护名
城”写进《市民守则》，弘扬“历史上的高邮”、
“今日高邮”的城市内涵与精神，增强市民的
自豪感，激发市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美化

家乡的积极性。
全民参与———高邮市民素有见隙插绿、

屋后栽树、庭院养花的传统习惯，通过积极引
导，将市民的良好习惯转化为保护生态、美化
环境的自觉行动，形成“我为创建作贡献”的
强大合力。

久久为功，美丽高邮呼之欲出

东西双塔、水陆双驿、河湖双景，高邮人
爱唱“好事成双”。扎实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一
方面让将我市的“绿色资产”真正变成了百姓
的“生态福利”。另一方面，日趋完善的基础设
施、一项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大大提升了市民
的生活品质，构筑了宜居高邮新高度。

近年来，随着城市东扩战略的推进，东部
新城的打造，实验小学东校区、市文体中心、
人民医院东区以及一个个现代化小区先后建
成并投入使用。在建的 200米高的金奥金帆
中心更是刷新了我市新高度，“双子星”超高
地标建筑———高邮金融中心也在紧锣密鼓地
建设之中。项目与紧邻的金奥中心、吾悦广
场、文体中心等一起形成集聚效应，成为高邮
版的“陆家嘴”。

打好滨水牌，抓住乡愁韵。我市先后完成
了市博物馆、当铺博物馆、抗日战争最后一役
纪念馆、北门瓮城遗址公园、中国集邮家博物
馆等一批文博场馆的建设工作，并正积极推
进汪曾祺纪念馆、王氏纪念馆以及秦少游纪
念馆的建设和布展工程，让我市的邮文化、古
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化等得以推广，让更
多的人知晓高邮、爱上高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市大力推进
垃圾分类、村庄整治等重点工作，努力提升蓝
天、碧水、净土、清废成效，让老百姓呼吸上新
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多做群众最急最盼
的事，多做惠民利民的事，全面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让全市人民劳有应得、学有优教、病有
良医、住有宜居、老有善养，使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高邮是滨湖之城，运河之都，有着七千年
的文明史和两千余年的建城史，积累了“邮、
古、水、绿”的文化特质，经过矢志不渝、持续
恒久的创建、巩固、提升，必将晶莹剔透、烨烨
生辉，向世人奉献美丽中国、幸福家园的高邮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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