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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红）即日起，郑州市
就业促进工作办公室开始集中办理 2011
年度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报到手续。

按照规定，在择业期内到我市就业的
大中专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书时，就业
协议书须填写完整，在学校、用人单位及
主管部门盖章后，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就业促进办签订就业协议。

学生档案交由市就业促进办后，毕业
生需携带毕业证、就业报到证、户口迁移

证及就业协议书前往郑州市陇海路 169
号人才大厦市就业促进办报到，经档案审
查后再根据毕业生本人协议核发就业介
绍信。领到介绍信的毕业生，随后可在报
到期限内前往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或人才
中心报到，档案随即由市人事局转往接收
单位主管部门或人才中心。外地毕业生
领取就业介绍信后方可办理入户手续。

毕业生经派遣后要求改派的，应在择
业期内办理。其中，市内改派毕业生需持

原单位同意改派意见（主管单位人事部门
盖章）、现接收单位接收证明（主管单位人
事部门盖章），在办理过改派手续后由本
人到原单位提档。市内改派期限为 4
年。跨省、市改派需另持地市级毕业生就
业主管部门同意接收证明和原单位同意
改派意见（回原籍毕业生，持原籍身份证
也可办理）。经市就业办核准后到省教育
厅重新换取就业报到证，改派期限自毕业
当年6月30日至两年后的6月30日止。

南京城，既有王者气象，又有六朝烟水，南北
交会，厚重包容。其地位孙中山先生早有定论：“南
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
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
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

但是对于既是历史古城又是经济发展重
心的南京而言，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着快速发
展的城市经济，让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始终
难以回避。如何在传承文脉的同时改善民
生？如何实现老城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优势叠
加？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在江南的连绵烟雨中
走进了南京城。

保护文物 更要保老城街巷肌理
个性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也是城市竞争力

的灵魂。南京的魅力，不仅在于自然赋予的山
水之美，更在于文化传承的历史底蕴。

乘车行走在南京老城街头，随处可以见到
正在发挥实用功能的民国建筑，银行、宾馆、工
厂、美术馆……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周围的
现代化街景毫无违和感，新老建筑相互交融，
建筑与绿化相映成趣。

“南京是六朝古都，建城历史有2500年，累计
建都历史有450年。”南京市规划局规划处处长徐
明尧介绍说，南京历史悠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
一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387处，另外还有若
干重要的近现代建筑，一系列历史文化街区和历
史文化风貌区。尤其是南京在中国近代史上有
着独特的地位，百年来在南京留下了类型丰富的
优秀建筑，成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何保护、利用这些历史建筑并形成城
市核心竞争力，是当前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
课题。

从城市规划层面上来讲，南京的做法是通
过建设新区，来保护老城。世纪之初，南京就
明确提出“一城三区”的城市构架，即在老城之
外建设三个新城区，明确了老城人口向外分
散、建设向新区集中、工业向开发区集中、高校
向大学城集中的“一个分散、三个集中”城市发
展布局新思路。

南京几千年的历史遗迹主要集中在老城，只

有通过新区建设，才能在较大尺度上协调保护与
发展的问题。因此，南京提出“老城做减法、新城
做加法”，老城更加侧重于保护完善与提升，新区
则侧重于城市的新增功能。从实施效果上看，这
几年南京新区人口明显增加，老城人口压力有所
缓解，新区的大型建筑及高层建筑数量也明显多
于老城，为城市发展拓展了空间。

从立法层面上讲，2010年出台的《南京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重点对历史建筑、重点
片区、城市整体格局保护条款进行了深化，使
得南京市上下对古城保护达成了共识。南京
市长季建业曾提出三个敬畏，即以敬畏历史、
敬畏先人、敬畏文化之心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
改造，南京市也成立专门机构来对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的老城南地区实施保护，且这些保护措
施不以盈利为目的，把老城保护规划纳入城市
建设的大盘子来予以支持。

在具体操作中，南京提出了“多学科合作，多角
色参加，全社会参与，新技术支撑”的保护方针，力争
将有价值的建筑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

徐明尧说，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进行，南
京对保护对象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保护范围
从文物拓展到有价值的非文物，从物质文物拓
展到非物质文物。为此，南京在全面普查的基
础上，扩大保护范围，除严格保护各级文保单
位外，还将保护范围扩展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和非文物保护单位，全面保护历史建筑，防止
这些建筑受到损坏与灭失。

“除了具有文物与历史价值的建筑外，一
些在南京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建筑也要
纳入保护范围。比如很多老街巷虽然不在文
保名单上，但是它们的存在已经深深渗到南京
城市发展史和南京人的记忆中，在城市改造中
我们就要保存这些街巷的基本面貌。为此我
们提出小规模、院落式、全谱式地保护整治各
类、各时期历史文化资源，就是要保证这些传
统的、基于微观经济活力的街巷肌理的延续和
再生。”徐明尧说。

多元保护 变“死保”为“活保”
在南京市规划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

者一行来到颐和路公馆区。映入我们眼帘是
一片美丽幽雅的别墅区，宽阔的沥青道路，整
齐的行道树，庭院宽敞，花木茂盛，成片的独栋
花园洋房，形态各异、情调各具，几乎找不到一
座式样重复的建筑。

“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工作人员介
绍说，占地面积37万平方米的颐和路公馆区是
南京最集中的民国公馆区，拥有公使馆、名人
故居等 225处民国建筑，是南京市具有重要价
值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一个风格各异的建筑
博览地。所有建筑都是西方现代设计手法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作品。公馆区整个改
造采用了腾迁方式，即把原有住户迁出，再由
政府主导的公司进行修缮。

参观过程中，我们巧遇在此散步的公馆区老
居民——今年83岁的郭志梅。郭志梅告诉我们，
改造前的公馆区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六
七户人家挤在一栋房子里，一户人家可能只分到
一间房，房子不够住就到院子里搭建违章房，一
年四季垃圾和污水随处可见，在这里长大的年轻
一代都选择搬出去住，轻易不愿回来。

“能恢复到现在这面貌真是想不到，原来
破坏得太厉害了，看到公馆区重新成为公馆
区，我们住在附近的老居民都觉得体面。”郭志
梅说，自己 1949年随部队来到南京，此后便在
这里定居下来，亲身经历了颐和路公馆区从别
墅区变成大杂院，又从大杂院恢复成别墅区，

“现在我和老伴没事就到这里来转转，周围的
环境会让我们觉得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童本勤表示，
针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南京采用了多元化保护措
施，即根据建筑的历史、艺术价值和保存状况，采
用不同的保护方式，变“死保”为“活保”。

就拿颐和路公馆区来说，改造规划中控制了
几个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原有的肌
理空间不能变。颐和路公馆区在最初建设规划
中是一个民国党政军要员居住的住宅区，但在具
体使用中出现了很多使馆建筑，其主要肌理是以
院落为主，一个院落有五六百平方米，建筑以两
三层为主。在改造中，除了拆除违章建筑、铲除
破坏严重的路面外，对原建筑的修缮力争整体风

貌、街巷空间尺度都基本保持民国当年的格局，
达到“原汁原味、修旧如旧”的效果。

童本勤介绍说，南京针对历史建筑的保
护，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全面保护——对历史价值较高、遗存状况
较好的历史建筑，参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实施
全面保护；

局部保护——保留关键的构件，保护能反
映历史建筑特色的标志性建筑构件，在不影响
整体风貌的前提下，可对建筑立面进行调整，
在不危害建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整修、装饰；

风貌更新——对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
般，但能延续历史文脉、对所处地段景观、环境
氛围贡献较大的历史建筑，可按照原有风格重
新建设。同时整治历史建筑的周边环境，拆除
插建、搭建，使周边建筑、街道等与历史建筑有
机融合、协调。

立面整治——拆除历史建筑立面上的遮
挡广告，整治出新，恢复历史建筑的外观原
貌。此外，在历史建筑周边尽量安排绿地、广
场等开敞公共空间，打通历史建筑面向公共空
间的视线通道，使历史建筑得以充分显露，并
做好夜间亮化展示。

转变思路 老厂房携手创意产业
在位于南京秦淮区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旧

址，一座诞生于老厂房内的 1865科技·创意产
业园，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建筑与创意产业共存
的和谐场面。

阳光透过厂房外墙上一排弧形窗户，在青灰
的地面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清一色的青砖小瓦，
清一色的英式拱窗，一排排保存完好的老厂房共
同支撑起了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历史记忆。

“金陵机器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四大兵
工厂之一，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清末工业建筑、民国
工业建筑，还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工
业建筑和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建筑，非常完整地呈现
了我国整个的工业发展历程。”产业园工作人员何寅
介绍说，园区目前拥有7栋清代文物建筑、24栋民国
建筑和10余栋新中国成立后建筑。

园区分为科技创意研发区、科技创意博览

区、工艺美术创作区、时尚生活休闲区和山顶花
园酒店商务区，其中科技创意博览区是产业园核
心部分之一，致力于发展汽车、雕塑、时尚艺术展
览厅和影视制作基地。“创意产业园2009年9月
19 日开园，在此之前这里都是机械厂生产区，园
区建成后，老厂房保留，生产搬到郊区，外表结构
不动，内部进行创造性的开发利用，目前引进的
企业有100多家。这里将打造成一个地标式园
区，包括商务办公、文化创意、总部经济、动漫等
高端服务业。”何寅说。

众多创意产业选择这里，一是看中园区浓
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二是一些知名科技创意企
业进驻后，给园区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产业
集聚效应怎样打造出来？园区管理方的回答
是：做好环境，做好服务。为了保护园区历史
文化建筑保护和原生态自然环境保护，园区制
定了严格的老建筑保护规定，不仅老建筑保护

“一砖一瓦不能动”，原生态自然环境也是“一
草一木不能动”。“因为我们深知，很多优秀企
业选择落户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的租金比别处
低、政策比别处优惠，而是因为这里老建筑、明
城墙、秦淮河共同构成的历史文化氛围别处找
不到。”何寅表示，文化品位才是产业园的“核
心竞争力”。

美国人文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历史建筑在延续城
市历史文脉的同时，也为新城市彰显品位、提
升价值提供了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
们越来越重视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通
过挖掘老城历史人文资源，打造融会古今的特
色街区，使老城重新焕发生机。

“以南京的城市发展经验来说，这些历史
的、文化的东西不是包袱，而是大有潜力可挖
的稀缺资源。”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童本勤说。南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历史文
化资源及其所依托的城市作为有机整体，统筹
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本体和周边环境，并将历史
文化资源与城市功能进行有机整合，“将保护、
利用同发展结合起来，以发展促进保护，在保
持南京特有的古都格局、历史风貌的同时，使
城市发展充满勃勃生机。”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裴其娟）
市政府办公厅昨日下发通知，即日
起，西流湖区域环卫作业纳入市区
管理，要按照城市道路四类区域质
量标准实施清扫保洁作业，该区域
内的村庄要做到干净、整洁有序，垃
圾日产日清，村域范围内无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积存。

通知指出，西流湖区域内22个村
庄及村域范围均纳入环卫作业管理范
围。其中，中原区17个：南陈伍寨、北
陈伍寨、柿园、宋庄、赵坡、南仗、南寨、
张湾、后仓、北岗、小京水、常庄、道李、
冯湾、段庄、周垌、郑湾；二七区两个：
尖岗村、张寨村；高新区3个：陈庄、老
俩河、孙庄。各村每天要对村庄内环
境卫生质量进行自查，及时整改存在
的问题；各乡镇每周对管辖区域村庄
环境卫生质量进行检查，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各区每半月对管辖区域村庄
环境卫生质量进行检查，纳入区环卫
双竞赛考评内容；市城管局每月组织

对西流湖周边村庄环境卫生整治情况
进行检查。

通知要求，各单位要成立专职环
卫队伍，具体负责西流湖周边村庄清
扫保洁、垃圾收集、公厕、中转站管
理等工作。西流湖周边村庄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将纳入城市考
核和环卫双竞赛中：对工作开展进度
快、效果好的予以表扬；对存在问题不
整改、工作进度慢的将通报批评。

通知还对环卫作业提出明确要
求：要有专职清扫保洁人员，按照四
类地区实行清扫保洁，按“两班制”
人均 4000 平方米配备清扫保洁人
员；要有专职人员收集、转运垃圾；
村内道路每 100米要设置一个密闭
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点应密闭，
安排专人管理，定期消杀；要及时清
除村域范围内各类积存垃圾；凡日
产垃圾 8吨以上的村必须建设压缩
式垃圾中转站，不足8吨的村可联合
建设中转站。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8 月底前要完成
西流湖区沿线管线收集截污工程，保证不再
有污水排放到西流湖区域。昨日，市政府办
公厅专门就加强西流湖区域水环境管理下
发通知，我市将以改造生态水系为奋斗目
标，以截污治污为重点，加强湖区沿线的环
境监管，逐步实现西流湖水质达到景观用水
标准。

此次治理的西流湖区域范围为：东至西三
环、北至科学大道、西至京广陇海铁路连接线
及凯旋路、南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面积约
15.34平方公里，以及贾鲁河河道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以南至尖岗水库向贾鲁河排水区域。

通知要求，中原区、二七区政府和高新区
管委会要加强对辖区内工业企业和群众生活
排水的环境监管，确保8月底前完成湖区沿线
管线收集截污工程，保证不再有污水排放到西
流湖区域。各责任区严格审批程序，对湖区沿

线工业企业经过治理仍不达标，依法实施关
停；对今后新发现的超标排放企业和生活污水
排放，要及时处理到位并向市政府报告。

通知明确了各单位责任：市环保局要加
强湖区日常监督检查，对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的工业企业依法从严处理，并对责任区实施
有偿治理；对向西流湖排放水污染物的建设
项目依法不予审批，严格控制新增污染物排
放。市园林局西流湖管理处要加强对管辖
范围内污水排放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有超
标排放污染物的现象，及时上报环保部门；尽
快完成湖区清淤、坝体建设和绿化工作；加大
对西流湖园区内垃圾、废弃物的管理，做到日
产日消。市水务局要加强对管辖范围内河道
排污口的监督检查，发现有擅自设置排污口现
象的，立即进行查处；西流湖整治工作结束
后，立即实施西流湖蓄水工作，完善补给水
机制。

我市电梯维保抽查
未现重大安全问题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5日上午，北京地铁 4号线一上行

扶梯发生故障导致严重事故。我市的扶梯运行情况又如何，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记者昨日走访了市内几家大型商场超
市，对扶梯运行和检验情况进行了调查。

在世纪联华经三路店，二楼扶梯一侧的玻璃上张贴的检验
合格证标明“下次检验日期”为2012年某天。华润万家经三路
店在扶梯入口处的年检标志显示电梯也在检验期限内。在家
乐福国贸店，三部正常运行的扶梯年检标志均显示“下次检验日
期”为“2010年11月2日”，标志显示正在运行的三部电梯全部超
出了检验期限。记者就电梯是否年检的问题咨询前台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称会尽快查明原因给予回复。昨日 22时，家乐福
国贸店工作人员致电记者表示，电梯已经年检，工程部考虑到
标志暴露在外容易损坏，未及时换新，今天就会更换新标志。

据市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景德介绍，我市
目前电梯使用量为2.1万台，其中扶梯有2000多台，都是由专
门的维保单位进行管理的，全市有100多家维保单位，多由生
产、安装、使用企业组成，对电梯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正常维保，
每半年进行一次全面大检查，质监部门也将对这些维保单位
不定期进行抽查。市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上半年的专
项抽查活动刚刚结束，除了个别单位存在管理不到位、维保不
及时等问题外，未发现重大安全问题。如果发现存在未年检
的情况，质监部门将责令其限期停运整改，逾期未整改者将按
照相关规定，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质监部门提醒市民注意乘梯安全，不要让老人、儿童单独
乘梯，不要推婴儿车乘梯；乘梯时要握住扶手带，脚尽量不要
站在电梯边缘；不要反向乘梯，不要在扶手带入口和扶梯上处
玩耍，乘梯时不要将身体伸出梯外；不要在扶梯上奔走，也不
要趴在运行的扶手带上。

本报讯（记者 汪辉）昨日，市卫
生局发布卫生监督监测信息公示显
示，在近期组织的集中消毒餐具单
位卫生质量抽检中，有5家单位集中
消毒餐具不干净。此外，有 28家餐
饮单位的部分分店提供给顾客使用
的餐巾、湿巾经抽检也不合格。

市卫生局日前组织各区卫生监
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市区
45家集中消毒餐具单位卫生质量进
行抽样检测，每家抽检 10件套消毒
餐具，共抽检 450 份样品。结果显
示，5家集中消毒餐具抽检不合格。

这5家抽检不合格的单位是：新
密市康洁仁餐具消毒部，两份样品
大肠菌群检出；郑州康洁消毒服务
有限公司，两份样品大肠菌群检出；
郑州洁雅餐具消毒服务有限公司两
份样品菌落总数超标；郑州康宝喜
多多清洁服务有限公司，4份样品大
肠菌群检出；金水区富瑞格消毒餐
具站，4份样品大肠菌群检出。

同时，市卫生局还对市区 31家
大中型及连锁餐饮单位供顾客使用
的餐巾、湿巾包装标签标志进行了
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发现，28家餐
饮单位使用的38种产品不合格。餐
饮单位提供的餐巾、湿巾不合格的
有：小南国酒店有限公司淮河路分
店使用的“小南国酒楼餐巾”和“小
南国酒楼湿巾”；河南阿庆嫂实业有
限公司淮河路分公司使用的“阿庆
嫂餐巾”和“阿庆嫂湿巾”；金水区
如一坊豆捞大石桥店使用的“餐巾
纸”；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第三分公司使用的“洁柔可湿
水面纸”；二七区萧记三鲜烩面美食
城淮河路店使用的“萧记餐巾”；管
城区杭州望江门面馆使用的“望江
门餐巾纸”；金质大酒店江南餐厅使
用的餐巾纸和湿巾等。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
法人员要求使用单位立即停止使用，
同时对存在问题的单位立案查处。

异地无证营运
5辆“黑的”被查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李羽 实习生 张胜杰）一无
出租车经营许可证，二无出租车驾驶员证，一些小轿车却悄悄干
起营运的“巧活儿”，从济源到郑州每人50元。这种行为属于异
地无证营运，昨日，市客运管理处就查获了5辆这样的“黑的”。

针对近期往返于郑州和济源、郑州和开封两地的黑出租
车日益猖獗现象，市客运管理处联合济源市客运管理处、开
封市客运管理处，对这些黑车进行了查处。昨日9时，郑州客
运管理处在中原西路附近进行流动巡查，巡查中，工作人员
发现一辆未悬挂出租标志的豫U71288灰色轿车正在营运。
据乘客介绍，他从济源来郑办事，这辆车的司机说 50元可以
把他送到，他便上了车。根据有关条例规定，市客运管理处
对该车依法进行暂扣。

在昨日的行动中，市客运管理处共出动八个中队，兵分
两路奔赴德亿大酒店和中原西路，共查获来自开封和济源的
异地营运车辆 5辆，其中 3辆开封市出租车，车号分别是：豫
BT4476、豫BT4850、豫BT4779；2辆济源地方牌照车辆，车号
分别是豫UG1816、豫U71288。

应届毕业生就业报到手续今起办理

西流湖区域环卫作业纳入市区管理
村庄整洁有序 垃圾日产日清

餐具消毒不洁 5家单位挨批

开辟漫画礼仪文化墙、利用楼院小广播播放好人好事。近日，大学路办事处中原社区采
取多项举措，营造良好的创文氛围。 本报记者 安群英 摄

多元保护撑起城市人文景观空间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郑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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