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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居环境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建设““四美乡村四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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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骄阳似火。新郑市辛店镇北
靳楼村王彩霞家二层小楼里，未开空调，
却并不很热。“室内外温差好几度，与山
上温度差不多。”王彩霞说，“今年春天，
房屋墙立面装了保温材料，冬暖夏凉。”

王彩霞家原来在具茨山上的风后岭
村，交通不便，配套设施欠缺，曾是有名
的贫困村。为实现村庄整体脱贫，王彩
霞和她的同村 300 多人全部从山上搬
出，入住山下北靳楼村。如今，王彩霞所
在北靳楼村，已是全国文明村。

“当时，山上贫困群众的房屋由村里
统一规划设计，政府补贴，各户出资建
设。”村党总支书记高金亭当过教师，他
在村里当了 30 多年干部，言语思路清
晰：我们新村庄的建设，采取的方法是

“旧宅换新，通规自建”。现在，新村基
本建成，统一二层村民别墅，整齐排列，
配套齐全。

两个村地合人合，完全融合，让山上
村民享受同等待遇，真正实现了“搬得
出，住得下，能致富”。 搬入新居的农民
不仅生活环境得到巨大的改善，精神面
貌也焕然一新。他们把新村定名“桃源
新村”，同时将山上村庄及数千亩山地出
租给具茨山景区，收入充实村庄集体，两
村资产合并共赢。

现在，北靳楼村正在发展农业观光
旅游业。村部向西不远处，是一处婚纱
摄影基地，也是村里最重要的一处集体
产业。还没进入旺季，每天有七八十对
新人来拍照。“最多的时候一天 300多对

儿，加上摄影师、灯光师就是 1000 多
人。”基地负责人说，这里年接待人数已
达 10万。目前村里各项产业年产值达 1
亿元，带动近百人就业，村集体年收入
120万元，人均收入16238元。

在人居环境改善中，全面整修村南
北主干道桃源中路，增设雨水污水设施，
安装路灯62盏；建设村史民俗展览室、文
化娱乐活动室、村民舞台、休闲健体广
场；还为全村996户村民的住房统一安装
墙体保温层；连年提升村庄绿化档次，目
前已实现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村庄紧邻郑尧高速，距离省会市区
仅 30分钟车程。我们将恢复千亩桃园，
整合大量农家别墅，使北靳楼村成为农
家游的好地方。”高金亭说。

桃源新村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张立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赵阳阳)
昨日，惠济区大河路街道人大工委“人大
代表助力城市环境提升动员会”召开，市、
区两级人大代表踊跃参加，并在“迎盛会、
庆华诞，我是代表我先行”承诺书上郑重
签上自己的名字。

街道党工委希望辖区人大代表们要
积极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城市环境“序化、
洁化、绿化、亮化”提升活动，从自身做起，

积极参与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履职在一
线，行动在一线，以实际行动展现人大代
表风采。

动员会后，代表们马上行动起来，他
们“持证上岗，亮明身份”，身穿红马甲走
上街头开展志愿服务，并联合社区、物业
重点对天河社区商业街乱占道、乱停车、
存在卫生死角等问题进行现场察看，积极
建言献策，指导整改。

夕阳西下，老人们悠闲
自 得 走 进 街 头 游 园 消 夏 纳
凉。管城区南关街道二服小
路 从“ 脏 乱 差 ”变 为“ 洁 净
美”，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
众更有获得感。

“到处都是绿意，街巷绿树
成排、绿荫浓密，还有游园小景
观，让人很享受。”86岁的田春
芳，是南关街上的老门老户，看
到眼前的变化，打心眼里感激
街道和社区。

“转角有绿、深巷有花”，
让 古 城 区 焕 发 绿 色 蓬 勃 生
机。街道办事处推行微景观
与门户小道无缝对接、主题文
化墙及绿色植物全视野覆盖，

使居民“出门有风景，随处可
小憩”。对辖区保安里路、花
园村路等 11条支路背街进行
整治，拆围透绿，美化墙体，修
建花坛，安装休闲椅和健身器
材，楼院就像一个小花园。“推
窗见绿、抬头赏景、起步闻香”
已成为古城区不少民居、庭院
的美丽风景。

“以前楼院私搭乱建，生
意摊拥挤在街巷边，简直像农
村的集市。现在变化太大了，
坐在这里聊天、看景致，感觉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空气清
新，真是很舒心！”今年85岁的
王秀英，家住南关街 60号院，
见证了楼院改造的整个过程。

巷口绿意浓庭院景色美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张磊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刘新
宇）昔日临街违建拆除，如今金桂飘香，满
眼葱郁，生机盎然。如今，位于伊河路南
侧的“金桂飘香园”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带空调的移动厕所、可 24 小时借阅
的电子图书亭、休憩长廊木椅，诸多时
尚元素打造出一处时尚城市的街头景
观。位于林山寨街道办事处辖区伊河路
南侧的这道街景，一问世就吸引了市民
的目光。“以前拆除违法建设时，我们还
抱怨，现在看到游园建得如此漂亮，心
里豁然开朗了。”一位经营小吃的商户
感叹道。

违法建设拆除，道路外延，退出的公
共道路如何利用？中原区城管局联合林

山寨街道，对该路段进行景观设计，按照
现代城市街区的定位进行打造，竭力打造
一个具有浓厚文化艺术氛围的城市街景
游园。

长 300多米的街道，投入资金 200多
万元，建成便民、利民的“金桂飘香园”。
这个约 2000平方米的游园使用大量的绿
植、鲜花、水墨画来装饰。尤其是游园内
部设置的 24小时便民自助借阅图书亭，
更是为居民提供了提升文明素养、在知识
海洋里遨游的场所，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
需求。

“金桂飘香园”郁郁葱葱的绿化景观，
吸引市民纷纷驻足，由于紧邻嵩山饭店，
也成为入住酒店客人晨练、散步的好去
处。更让游客称赞的还是自助借阅图书

亭，让看风景的市民、游客累了可以借本
书，边看边休息。

无 论 是 晨 光 中 ，还 是 华 灯 初 上 ，
“金桂飘香园”都是人流如织，这也带
动 了 周 边 商 业 的 兴 起 。 昔 日 的 老 旧
街 道 华 丽 变 身 成 了 一 个 充 满 活 力 的
舒适地。

一个游园靓一条街

一个人，总会有属
于自己的美好记忆，而
一条街、一面墙、一段路
随着岁月沧桑，也会拥
有自己的记忆。

位 于 杜 岭 街 道 办
事处辖区的西里路，阳
光 漫 不 经 心 地 洒 在 地
面、墙 角 ，而 伫 立 在 两
旁 的 法 国 梧 桐 俨 然 卫
士 一 般 保 护 着 这 片 进
则安静、出则繁华的老
街 。 树 荫 下 新 修 建 的
文 化 墙 在 阳 光 的“ 触
摸 ”下 ，娓 娓 讲 述 着 郑
州土著的儿时记忆。

本着“一街一路一特色”的目标，今年
以来，杜岭街道倾心打造“一纵一横”精品
街区。其中，一横指的就是西里路。

复刻质朴的古门古窗，玲珑别致的景
观小品，组成一幅具有时代特点的唯美
画卷。这里，同样也有历史与文化的深
厚沉淀，杜岭方鼎文化展示、商代历史重
新复原，市井文化复刻和民间用品的再
现，让这条老街更多了些年代的沧桑与
记忆。

街道以时间前后为序列，采用古老竹
简的形式，从厚重杜岭、印记杜岭、风华杜
岭、星光杜岭四个方面讲述着街道里的传
奇故事。一步一景、三步一椅，让原本人
行道的空白区域多了些居民的休息地。

微微仰望，一面面墙体上布置的一副副经
典老照片，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艺术长廊。
闭目养神，深吸一口氧气，“绿色生态长
廊”和“林荫小道”努力打造着“城市中的
有氧花园”。举目望去，黄金碧玉的竹林、
百花盛放的花区为西里增添了一份生机
和活力。

此外，西里用满眼的绿将长廊休息区
域与步行道界限、行人和车辆有效分离，切
实为周边群众营造了“安全、舒适、愉悦”的
宜居生活地。

洗尽铅华时，西里更美丽。“一横一
纵”描摹西里精致轮廓，“一笔一画”勾勒
西里历史光影，“一景一路”绽放西里新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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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出个门都是难事，更
别说下雨天了，骑着电动车都
不敢走，现在坑洼不平的泥土
路不见了，新修了一条柏油马
路，方便多了。”家住惠济区花
园口镇京水社区的居民看着崭
新的柏油马路发出感慨。这是
惠济区纪委监委为群众办的又
一件实事。

7月份以来，惠济区纪委监

委抽调纪检监察干部，组成10支
“铁军志愿者”服务队，在花园口
镇走访摸排群众关心关注和反映
强烈的问题，围绕焦点问题，重点
突破。

京 水 村 位 于 惠 济 区 花 园
口镇东部，村子正在进行城中
村 改 造 ，由 于 北 四 环 高 架 修
建、迎宾路管廊项目和安置房
项目建设等诸多工程施工，使

村 内 通 往 外 界 400 米 的 环 村
路 不 堪 重 负 。 道 路 的 坑 洼 不
平，给村民出行带来了不小的
麻烦。

志愿者们针对附近群众反
映 的 安 全 出 行、环 境 卫 生、占
道 经 营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集 中 整
治 ，经 过 与 镇 政 府 多 次 协 商 ，
终于彻底把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解决了。

路通了心近了居民乐了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刘广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巴小路 文/图）昨日，二七区京广路
街道祥云社区颐养安居中心联合
祥云社区开办“孝老敬老爱老 温
暖在祥云”百岁老人生日宴，为辖
区106岁的赵淑英老人祝寿。

赵淑英老人生于 1913年 7月
22 日，家在二七区京广路街道祥
云社区祥云路 25号院，目前在祥
云社区的童馨园社区养老中心入
住。昨日，是老人的 106 岁生日，
社区上下忙碌着为老寿星操办“生
日喜宴”！活动中，居民代表们为
老人精心准备了大合唱、舞蹈、戏
曲等 9个节目。当听到戏曲《一家
人》《抬花轿》时，赵淑英老人十分
高兴。

表演节目过后，社区工作人员
分发生日蛋糕，赵淑英老人许下了
自己的心愿，现场人员纷纷为老人
送上祝福。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程国
飞）7月 22日，中原区汝河路街道办事处
积极组织各社区开展以“禁烟控烟”文明
劝导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 者 通 过 向 行 人 发 放 宣 传 单 ，
宣传吸烟的危害、戒烟的益处等知识，
耐心劝导居民树立戒烟意识，勿在室

内吸烟，吸烟后勿将烟头扔在地上，并
到辖区各商户门店及单位粘贴禁止吸
烟标识。

同时，志愿者边巡查边捡起路面上、
绿化带内的烟头，以实际行动倡导大家自
觉加入控烟行动，共同维护环境卫生。此
次活动共计200余人参与。

亮明身份做表率 我是代表我先行

开展志愿禁烟行动 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社区为百岁老人办“生日宴”

发现郑州之 ·绿化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
场硬仗。今年初，我省决定
学习借鉴浙江经验，实施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建设1000多个环境美、
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

“四美乡村”，引领全省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水平和乡村
振兴的整体提升，并将其作
为重点民生实事，强力推
进。我市确定 83个行政村
开展省级示范村创建工作，
其中：巩义市 13个村、登封
市 12 个村、新密市 16 个
村、荥阳市 12个村、新郑市
18 个村、中牟县 12 个村。
今日起，本报记者走进部分
示范村，全面反映开展示范
村建设以来我市农村人居
环境发生的可喜变化。

开栏的话 在郑州 CCD 现代化的建筑群
中，有一株200多岁的古槐，让常庄
村村民很是自豪：“最古老的树留
在最现代化的建筑群里，本身就是
个奇迹。”

古老的树留在现代化
建筑群里

在郑州市陇海西路北、中原西

路南、南水北调渠西、西四环以东

这片区域，就是“郑州市民公共文

化服务区四个中心”（即郑州CCD）

所在，“郑州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

四个中心”奠基石西侧十米处，有

一株高大的古槐。

7月 22日上午 8时许，常庄村

村民李先生对前来参观郑州 CCD

的几位市民介绍：这株古槐是常庄

村最古老、最粗的一株古槐。

郑州CCD建设时，把这株古槐

规划到凯旋路的路边，还专门建了

方形大花池为古槐保土保墒。古

槐最高枝头的一个十多年的喜鹊

窝也一并保存了下来。

古槐至少有200多岁了
李先生说：“现在，这株古槐生

长条件比村子没拆之前还好。这
段时间，古槐上的喜鹊窝里，一对
喜鹊早上立在枝头叫着，像报喜，
又像欢迎大家来。”

记者看到，这株古槐高约 25

米、胸径75厘米左右，枝繁叶茂，树
根部建有20平方米的护树花坛，树
根部一并生长的，还有七八株小楝
树和枸树，长势较旺。

李先生今年69岁了，他说爷爷
小时候，这株古槐就和现在差不多
粗细。也就是说，这株古槐至少有
200年以上了。

古槐是郑州护绿的一个
标志

市园林局植物专家任志锋对
记者说，这株古槐枝头上没见到政
府普查古树名木的标志牌，说明在
15年前那次全郑州市古树名木普
查时，可能把这株古槐给漏掉了。

“不过，这株古国槐太幸运了，
它是郑州 CCD 建设过程中保存下
来的一株原生态古树，非常难得，
很珍贵也很有价值。”任志锋说。

这些古树是有灵气的，它承载着
一方水土的文化和乡愁，一旦失去将
不能复制和弥补。如在城市建设规
划与此发生冲突时，为把古树风姿保
存下来，无论是建筑还是道路都要为
保护古树让路，这既是一种理念，又
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担当。

任志锋表示，将向负责古树名
木保护的相关部门通报，让专家科
学测定此古槐的具体树龄，登记挂
牌，把它列入郑州古树名木保护名
录中。

融入都市的200岁古槐
本报记者 徐文

郑州修路为保护300年古树绕行，
多花50余万元

桐柏南路长江路口北 200 米，
有株 300 多年树龄的古皂角树，
2012 年开始，桐柏南路打通时，遇
到这株古皂角树，路面施工方多投
入 50余万元，把这棵古树留在路中
间，且建了一个巨大的花坛，大道在
此分流，成为现代建设与保护古树
完美结合的一件暖心事。

保护三株古树，楼宇改图纸

高新区金菊街紫藤路口西北
角，原丁楼村旧址初中校园内，有两
株国槐，一株 600 多年树龄，一株
200年树龄，同时，还有一株黄河以

南树龄最长的文冠果树，具有极重
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在社会古树名木爱好者的努力
下，一栋楼改了规划，把三株古树全
部保留下来，现在它们生长在一个
小区内，枝繁叶茂。

为1200年的古槐建公园

文化北路大河路口西北角东赵
村新建小区内，有一株1200年的古
槐，曾经见证过黄河花园口堵口纪
事谈判。2014年面临处置时，经媒
体报道后，市领导非常关注，要求建
设单位重新改规划，为这株1200年
的古槐建了一个公园。现在这株古
槐生长良好，成为小区一景。

郑州保护古树的暖心故事
郑州的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近年来保护郑州古树名木的

几个典型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