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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姬慧洋 文/图）街面
整齐、规范经营、安全出行是文明城市
的一张名片。 近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开展市容市貌提升整治行动，持续对
辖区内出店经营、乱贴乱画、非机动车
辆乱摆乱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整治，不
断提升市容环境卫生水平和城市品位，
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8 月 13 日，室外温度高达 38 摄氏
度， 示范区综合执法中心的工作人员
在庆丰路 （周口大道至大庆路段 ）巡
逻，蓝色制服被汗水浸湿。在胜利路与
庆丰路交叉口， 一家店铺门口搭起大
型遮阳伞，不仅影响市容市貌，更给行
人通行带来不便。 该中心队长带领队
员走上前， 对店主进行批评教育并依
规没收遮阳伞。 在建业社区北门商业
区，工作人员逐一上门进行 “创文 ”宣
传，查看各门店“门前三包”情况，针对
存在问题的店铺逐门逐店告知责任范

围、管理内容和标准，有针对性地精准
宣传和教育， 对在店门外堆放物品和
扫把 、垃圾桶等问题 ，规范其行为 ，提
高店主的自律意识。 “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是全体市民共同的责任。在工作中，
我们坚持以服务为主、管理为辅、处罚

次之的工作方式， 引导商家和市民积
极参与 “创文 ”工作 ，自觉维护良好市
容环境卫生和践行文明行为规范。 ”区
综合执法中心副主任王东方说。

在周口大道与庆丰路交叉口，不少
共享单车停放在路边，工作人员走上前
对摆放不整齐的单车重新规整，使车辆
整齐摆放在指定区域（如图）。 临近 18
时，不少市民骑车外出，在红绿灯路口
有极个别市民想要走“捷径”逆行被工
作人员及时劝阻。 “下次一定不会再逆
行了，不仅不安全也不文明，回家后我
也要跟家人好好说说， 一定要文明出
行。 ”市民张先生说。

据了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
执法中心以周口大道和文昌大道交叉

口为界划分四个区域，采取主要领导分
包、 全体人员下沉一线责任到人的方
式，对标测评体系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持续开展市容市貌提升
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共巡检店铺“门前
三包”800 余次， 清理取缔出店经营 50
余处、流动游商摊点 30 余处，摆放共享
单车 600 余辆，劝导不文明养犬行为 8
起，整改回复数字化及市、区“创文”办
交办问题案件 60 余起。 ②15

������在武盛大道西侧、平安路与松花江路之间，坐落着一座以自然景观为主，集旅
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大型公园———芙蓉湖主题公园。 其总占地面积达 172 亩，内
部除了有大量的绿植景观以外，还打造了一片 70 亩左右的人工湖，引进有高科技设
备，是一座具有音乐喷泉性质的湖泊。 公园建成后，不但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同
时为周边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环境。 ①9 记者 刘俊涛 摄

一城新景入画来

管创互促“绣”美景
———我市持续提升市容环境助推港城嬗变

记者 李瑞才 文/图
夏秋之交，天朗气清。 驻足周口街

头，着眼之处尽是洁净靓丽的城市面貌
和车水马龙间的秩序井然；徜徉于沙颍
河两岸，白天看绿树葱茏、鲜花遍野，五
彩斑斓、美不胜收，到了晚间，诗画般的
动人意境、流光溢彩的霓虹美景更让人
陶醉其间……如今的周口，无论是白天
黑夜、无论是春夏秋冬，时时处处都能
感受到城市的美好嬗变、享受到持续创
建所带来的幸福宜居生活。

管出来的城区靓貌

市容市貌是“城市之脸”，是社会文
明的“窗口”，更是对外展示的“名片”。
为全面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
一步提升市容市貌、 优化人居环境，实
现从 “创建文明城市 ”到 “建设城市文
明”的新跨越，按照市委书记张建慧提
出的“一举创成国家文明城市”的新目
标，市城市管理部门严格落实“城市管
理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工作要求，紧紧
围绕“宜居之城”建设，重点围绕环卫精
细化管理、市容环境秩序、生态廊道建
设、园林绿化等方面，于今年 3 月初集
中开展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整治提升行

动，一张令千万周口人期待的生态文明
蓝图正在徐徐绘就。

“持续创建、 精细管护让咱周口中
心城区的道路是越来越干净，环境越来
越好，市民素质、城市品位也越来越高，
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很惬意……”正如
市民张先生所言，为打好打赢市容市貌
整治提升行动攻坚战，市城管部门持续
加强对中心城区公益广告宣传监管力

度，集中对“六乱”行为进行整治，确保
市容整洁有序、道路干净顺畅；加大环
境卫生保洁力度， 确保垃圾不落地、清
运更及时、保洁全天候；加强基础设施
管理维护，确保中心城区主次干道功能
齐全、设施完好；推动绿化工作提档升
级， 全面消除缺株断垄和黄土裸露；加
强交通环境治理，联合公安交警部门持
续开展交通秩序整治，保证中心城区主
次干道人行道、重点场所周边等公共区
域应划尽划；严格落实“门前三包”政策
的宣传、解释、指导工作，并严格落实红
黑旗评比制度； 扎实开展文明劝阻、引
导等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违法占道
经营行为治理行动，中心城区的城市管
理越来越精细，管理水平越来越高。

绣出来的诗画美景

记者走进中心城区七一路与文明

路交叉口西南角的一座公厕，干净整洁
的环境令人眼前一亮：墙面、地面由白
色和浅蓝色的瓷砖拼接而成，看起来清
爽舒服，墙上“禁止吸烟”“防疫口诀”等
文明标语清晰可见，空调、防蚊帘、无障
碍设施和第三卫生间无不体现着贴心

的细节设计。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安全和干净的如厕环境，不仅彰显
一座城市的精细化服务，更体现城市的
文明程度。 截至 2021年底，中心城区共
有各类公厕 460 座（含淮阳区 127 座），
每平方公里达到 4.05 座，已达到“创文”
要求的 4 座/平方公里标准。 创建工作
启动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市城管部
门把建好或提升改造后的公厕交付给

各区进行精准管理，要求各区配齐保洁
人员，每天不少于 3 次消毒消杀，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督促各区持续做好公厕

日常保洁和管理，定期组织人员对城区
新老公厕、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进行拉网
式排查，督促责任单位按照精细化管理
标准整改提升，为居民打造干净安全的
卫生环境。

在市区主次干道上，记者每天都能
看到一辆大型清扫车在不间断作业，车
过之处，路面杂物一扫而光。 为确保路

面持续干净，市城管和环卫部门坚持每
天人车结合，对慢车道及可机扫的人行
道进行湿式保洁，对重点区域及主干道
的慢车道、人行道、护栏下及道牙边进
行冲洗冲刷。 在降雨、降雪等特殊天气
情况下，城管队员坚持全员上岗，重点
清理落叶断枝， 人车配合清淤除尘，确
保排水通畅。 环卫工人针对护栏下、道
牙边、慢车道、人行道以及城乡接合部、
背街小巷等保洁难点、盲点，大力开展
整治活动，进一步完善建立和实施常态
化考核机制，“路面清扫机械化、街面管
理网格化”，中心城区道路已实现“以克
论净”“路见本色”目标。

创出来的气质品位

“把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干净
整洁、配套齐全的‘微型’街头游园……”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市城管部门积极与
各区协调，实施“小、精、特”游园建设和
拆墙透绿工程，充分利用城市荒废老房、
空闲地、“零碎空间”“巴掌地块”，见“缝”
插“园”插“绿”，进一步盘活城市空间。通
过持续对重要道路绿化带端头进行提升

改造，积极实施拆墙透绿和立体绿化，实

现城市绿地内外连通、 街道绿化与庭院
绿化有机融合，实现一域一景、一路一特
色的绿地系统空间格局。

环境美不美，重点要看水，碧水澄
澈，也让周口更显灵动。 一座城市有了
水，就有了灵气。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历
史文明和自然条件，道德名城周口持续
加大人居环境整治、生态水系建设以及
绿化亮化净化美化力度，实施加快完善
城区功能行动，加快“一河三川七水十
湖百园”生态体系建设，并按要求在城
市出入口等重点部位设置高标准、高质
量的公益广告， 进一步净化立体空间，
城市品位显著提升，中心城区变得韵味
十足、 魅力四射……市民明显感到，穿
城或绕城水系越来越清、 天空越来越
蓝、城市越来越“绿”。

如今的周口，可谓抬眼望绿 、出门
可游、三百米见园、四季皆景。 所有这一
切都得益于持续不断的文明城市创建，
创建让周口中心城区的城市品位显著

提升、城市气质发生蝶变，一幅幅令人
向往的诗意园林、生态水韵、宜居文明
画卷在三川大地正徐徐展开，魅力港城
周口正向着既定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目标疾驰前行。 ②15

俯瞰开发区广场新景

持续整治市容市貌 提升城市颜值

������8 月 12 日晚，“中原舞蹁跹 群星耀中原” 河南省第六届艺术广场舞大赛周口
市选拔赛暨“中原舞蹁跹 舞动周口”周口市第九届艺术广场舞大赛在周口人民会
堂举行。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盛装亮相、动作整齐，优美的舞姿和甜美的笑容尽显
风采，既舞出了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舞出了新时代周口人昂扬向上的精
气神儿。 ①6 记者 黄佳 摄

舞动新时代 舞出新风貌

穿越历史光影 感知“时代印记”

周口历史风情暨老摄影家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黄佳 实习生 夏冰洁
文/图）一幅幅画面展现着鲜明的时代印
记，一个个镜头折射出生活的变迁。 8月
10 日上午，由市文联、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摄影家协会承办
的时代印记———周口历史风情暨老摄影

家作品展在市文化馆 3楼开展（如图）。
此次展览共收集整理了 100幅摄影

作品， 是我市 37位 60岁以上老摄影家
跨越半个世纪的匠心之作， 这些作品从
不同的视角反映了我市经济建设显著成

就、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城乡面貌巨大变
化、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文化建设欣欣向
荣的新气象，向公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
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市翻天覆地的变化和

全市人民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半个世纪物换星移，半个世纪沧桑

巨变。摄影家于德水是家乡发展的见证
者与记录者。他说：“这次展览是对周口
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影像梳理，展现了
优秀的周口儿女一脉相承的奋斗精神。
希望新一代摄影人用手中相机继续讲

好周口故事。 ”
“老摄影家们用光影记录了周口地

理地貌、风俗人情、重大历史事件，这些
照片既是对我市城市建设和干部群众

劳动创造的礼赞和致敬，更是对全市人
民努力奋斗的号召和激励。 ”市摄影家
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岳霄说，年轻一代
摄影人要学习前辈们不畏艰辛的创作

精神和对艺术的孜孜追求，用手中的相
机记录好周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面貌，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的文

化氛围。 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