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寓意吉祥的小羊：东汉绿釉红陶卧羊尊
记者 苑美丽

� 读者老铁们，大家好！ 我是文物“东
汉绿釉红陶卧羊尊”，现在的家在周口市
博物馆。时值 5 月，湛蓝的天空与油绿的
麦田将天地分割为二， 饱满的麦穗随风
摇曳，看来周口今年又要迎来好年景。这
似曾相识的景象让我不禁心生感慨，脑
子里闪过我小时候的回忆———那些年也

是这大好的收成啊！

穿越回东汉，看看我的童年

穿越到我出生的那个时空———东

汉。 那里没有先秦时期狞厉神秘的青铜
饕餮， 没有氏族部落威吓可畏的远古图
腾，也没有诸侯国混战的兵马杀戮，有的
是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六畜兴旺。

我记得长辈讲故事， 春秋晚期到秦

这段时间，诸侯国混战，他们经历了战火
纷飞、礼乐崩塌。我出生在相对和平的年
代，那时百废待兴，稳定的社会秩序给生
产力发展提供了条件，我是祥和的代表，
是汉代艺术界的宠儿。

经历了苦日子才知道美好生活来之

不易，人们受够了战乱杀戮，十分珍惜这
安定的生活， 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
百姓， 都祈求在死后也能过上安定太平
的日子， 于是将生前衣食住行的器物等
制作成模型随葬于墓中， 也算是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

就这样， 我和我的小伙伴———另一

只绿釉红陶卧羊尊就随墓下葬， 寄托着
主人来生仍过富足祥和日子的希望。

我是寓意吉祥、懂得感恩的小羊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驯养羊的国度之

一，羊还被古人视为美好的象征，在中国
汉字文化中有所谓“羊大为美”。 东汉许
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羊”字是“祥”字
的代表，在众多古器物的铭文中，“吉祥”
也多作“吉羊”。 因此古人常把羊的造型
艺术化，制成器皿、物品，取其吉祥如意
的意思。 最早的陶瓷羊始于新石器时代
的陶塑，到商周时期，羊的造型已经大量
用在陶、骨、玉、青铜等器皿上。陶瓷器中
以羊为造型的器物在战汉时期 （指战国
到汉代）最为盛行，可能与羊为三牲之一
且带有财富之意有关。

什么叫“尊”呢，就是你们现在说的
酒杯，我就是用来喝酒的容器。关于造型
呢，别期待我硬朗干练，我是寓意吉祥的
一只小羊， 是温顺善良的化身， 线条流
畅，神采奕奕。 我身长 36.6 厘米，宽 15.8
厘米，高 23 厘米，口径 5.4 厘米，卧姿跪
地，嘴巴微张，红陶质地，绿釉作为装饰
色彩，遍布全身，釉色碧绿明净，是汉代
铅釉陶中的珍品。

“羔食而母， 必跪而受之， 谓之礼
也”，用卧羊的形态做成尊，用来盛美酒，
既实用又美观。 汉代统治阶级极力加强
统治，提倡忠孝，而羊有跪乳之恩，正是
忠孝的代表， 为了将这种价值观灌输给
人们， 各种材质卧羊形态的器皿就成了
传递感恩理念的工具， 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留下深深印记，一直延续到今天。

沉睡或苏醒，我一直年轻

1979 年 5 月， 麦田油绿的季节，项

城蛤蟆寨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我和我

的小伙伴 ，于是我们重见光明 ，再一次
感受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另一只卧羊尊
在 1997 年被征调到河南博物院， 而我
被安放在周口市博物馆，我们有了各自
不同的家，在不同的城市诉说着同样的
故事。

窗外天色渐晚， 夜幕将麦田染成墨
绿，不久，就会是大片的金黄，大型联合
收割机一程又一程地行走在一望无际的

麦田里，那是丰收的喜悦啊！
民以食为天 。 从原始社会的刀耕

火种到春秋战国的牛耕铁犁 ， 从历史
更迭的战乱纷飞到太平盛世的生产发

展 ， 哪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祈求风调
雨顺 ，期待仓廪实 、衣食足 ，盼望过上
幸福安定的生活 。 我在东汉的太平盛
世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

呱呱落地 ，两千年过去了 ，我变成了现
代人眼中的老古董 ，可我的心 、我的愿
望一直都年轻着。 尽管时空不断变换，

我肩负的使命也从未改变———祈望着

这片土地上能有好的收成 ， 见证着这
片土地上农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发

展。
说了这么多，应该很了解我了吧？我

就在周口市博物馆等着你， 快来看看我
吧！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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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有气质、有温度”的城市
———《周口市关于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解读

记者 彭慧

关键词：
强化科学规划引领作用

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 ， 坚持先
规划 、 后建设 ， 加强城市设计与建筑
风貌管理， 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建立完善规划体系 ， 强化规划引
领作用 。 全面完成县市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工作， 进一步编制 （修编）
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 、 卫生 、 消
防 、 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专项规划 ，
城市新区 、 旧城改造区优先编制详细
规划。

开展城市设计 ， 加强城市与建筑
风貌管理。 坚持 “适用、 经济、 绿色、
美观 ” 方针 ，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
理 ， 延续城市文脉 。 完成城市主要出
入口 、 主干道 、 城市中心区 、 滨水地
段 、 城市新区 、 重点景观地带和大型
公共服务设施 、 园林绿地 、 广场周边
等重点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城市

设计。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 彰显城市文

化特色 。 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历史文
化街区 、 工业遗产和历史建筑等 ， 加
强文物保护研究和宣传展览设施建设，
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风貌 。 突出
“以文化城” 周口特色， 把历史文化街
区和老城改造统筹起来， 不拆真遗存、
不建假古董 。 充分挖掘川汇区关帝庙
文化片区 、 淮阳古城区 、 鹿邑老子文
化片区 、 扶沟大程书院等 ， 打造一批
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街区。

关键词：
大力推进老城区改造提

升

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为主线 ， 大
力推进老城区改造提升 ， 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 ，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更方
便、 更舒心。

全面消除城市易涝点积水点 。 开
展排水防涝隐患排查专项整治 ， 一个
易涝点 、 一个方案 、 一抓到底 。 增强
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 中心城区有效应
对能力不应低于 20 年一遇的降雨。

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 加
强城市路网建设 ， 2023 年基本消除
“断头路 ” “卡脖路 ”。 持续推进主干
道路口渠化改造 ， 完善道路消防 、 交
通标志标识等安全设施 。 实施城镇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 ， 加快雨污分流 、 混
接错接改造 ， 实现城区污水管网全覆
盖 。 大力实施城镇燃气 、 供水等老旧
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 中心城区
加快供热管道建设 ， 逐步推进集中供
暖 。 重点加强对学校 、 医院 、 商圈等
公共停车场建设和充电桩建设 ， 缓解
停车难问题。

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 三
年改造完成建成于 2000 年之前的城镇
老旧小区 ， 由单个小区改造逐步向组
团连片改造推进， 同步完善街区养老、
托幼 、 文化 、 医疗 、 助餐 、 家政 、 快
递 、 便民等公共服务配套 ， 推进相邻
小区及周边联动改造， 实现共建共享。

稳步推进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2021
年基本建成安置房 2.4 万套。 着力推进
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 ， 尤其是对
50 户以上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力争
三年基本建成棚改安置房 9.6 万套。

把城市街道升级改造与老旧小区

片区改造等统筹推进 ， 开展窨井盖治
理专项行动 。 实施街道 “U 型 ” 空间
治理 ， 做好地下 、 地上和街面的改造
提升 ， 实现 “线清 、 杆合 、 箱隐 、 景

美”。 改造提升严重老化的道路路灯设
施 ， 确保照明完好率不低于 96％， 每
个县 （市 、 区 ） 每年至少创建 1 条达
标街道。

关键词：
推进城市绿色生态建设

大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 、 生态水
系、 海绵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
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提升园林绿化品质 。 加快街头绿
地 、 城市绿道 、 立体绿化 、 小游园建
设 ， 见缝插绿 ， 增绿补绿 。 实施 “拆
墙透绿 ” 工程 ， 基本做到单位绿地不
设栅栏 ， 小区绿地不设围墙 。 利用城
市主干道十字路口 、 商业综合体周边
等地 ， 建设一批 “小 、 精 、 特 ” 的
“袖珍公园 ”。 推进城郊森林公园 、 环
城防护林带 ， 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 、
城市书吧等体育健身和文化休闲设

施 。 积极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森
林城市创建工作 ， 推动节约型园林建
设。

改善修复城市水生态 。 巩固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效果 ， 中心城区完成 7
条水系治理任务并保持 “长治久清 ”，
县级城市建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
积极建设湿地公园 ， 实现城市水系连
通。

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 新建 、
改建的建筑小区 、 城市水系 、 道路广
场 、 公园绿地等项目 ， 全部按照海绵
城市理念规划建设， 到 2023 年， 中心
城区和项城市 、 其他县城建成区海绵
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达到 40％ 、 20％ 。
2022 年， 中心城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
市。

实施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 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 、 钢结构建筑 ， 2022 年
底 ，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达到 70%， 政府投资和大型公共建
筑达到星级绿色建筑， 到 2023 年， 全
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面积达到

20%以上。

关键词：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加强居住社区建设 ， 积极创建绿
色 、 完整社区 。 开展完整居住社区设
施补短板行动 ， 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大
力发展线上线下社区服务业 ， 满足居
民多样化需求 。 建立党委领导 、 政府
组织 、 业主参与 、 企业服务的居住社
区治理机制 ， 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活动 ， 居民群众共建共治
共享美好家园 。 因地制宜对既有居住
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附属设施改造提

升 ， 推动绿色社区和完整社区建设 。
贯彻落实 《周口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实
施方案》， 2021 年， 全市 35%以上的城
市社区达到创建要求 ， 2022 年 ， 力争
全市 60%以上的城市社区达到创建要
求 ， 基本实现社区人居环境整洁 、 舒
适、 安全、 美丽的目标。

积极推进生活圈 、 健身圈 、 阅读
圈 “三圈” 建设。 围绕建设 15 分钟生
活圈 、 健身圈 、 阅读圈 ， 统筹布局城
市 、 组团 、 社区三级公共服务设施 ，
补齐教育 、 文化 、 体育 、 医疗 、 养老
等社区服务短板 。 发展普惠型养老服
务和互助性养老 ， 支持家庭承担养老
功能 ， 构建居家 、 社区 、 机构相协调
和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关键词：
提升城市精细化智慧化

管理水平

以开展 “城市清洁行动 ” “城市
交通畅通行动 ” 为抓手 ， 以搭建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载体 ， 加快发展
“新城建”， 推进城市管理智能化。

努力改善环境卫生和市容市貌 。
以城市出入口 、 城乡接合部 、 背街小
巷 、 农贸市场等为重点 ， 持续深入开
展城市清洁行动 。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 ， 统筹规划建设市域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 ， 积极推进厨余垃圾无害
化 、 资源化处置 ， 中心城区率先实现
餐厨垃圾单独处置。

提升城市交通综合运营能力 。 实
施 “城市交通畅通工程”， 新发展大型

住宅区 、 商业区时 ， 优先考虑公共交
通配套 ， 加大换乘枢纽 、 停靠站的建
设力度 ， 积极发展智慧公交 。 完善一
批中心城区与组团城市 （西华、 项城）
及郸城 、 太康等县城快速通道建设 ，
打通一批 “断头路”。 加快推进主干道
交通信号灯联网联控， 合理设置限时、
分时、 错时和夜间临时停车泊位。

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 。 积极
构建智能高效的城市数字管理平台 ，
完善视频监控、 城市影像信息采集车、
无人机等城市管理智能设施 。 2021 年
底前实现与省级、 国家平台互联互通，
逐步实现城市管理事项 “一网统管 ”
“一网通办”。

加快发展 “新城建”。 积极推进城
市信息模型平台 （CIM） 建设 ， 建设
拓展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等平台 ， 构建
市政基础设施 “一张网 ” 。 利用 5G、
互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技术 ，
推进 “智慧井盖 ” “多功能杆 ” “智
慧管网 ” 等智能化应用 。 培育一批智
慧化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小区样板 ，
积极实施智慧交通 、 智慧停车 、 智慧
市政、 智慧环卫等智慧化示范项目。

关键词：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

以开展 “城市体检 ” 为抓手 ， 完
善城市安全体系 ， 压实行业安全监管
责任，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

中心城区率先启动城市体检工作，
对标先进标准 ， 分析评估城市运营状
况 ， 查找突出问题 ， 制定行动计划 ，
谋划实施项目。

完善城市安全体系 。 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 提高传染
病检测和救治能力， 推进县 （市、 区）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准化建设 ， 提
升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 。 增加大
型体育场馆等场所的应急防疫救治功

能 ； 建立城市安全风险清单 ， 完善城
市综合防灾 、 地质灾害防治 、 防洪排
涝 、 城市消防等各类防灾减灾专项规
划， 统筹推进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深入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 大
力开展城市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
严格排查治理建筑工地 、 公共建筑 、
娱乐场所 、 城镇燃气 、 地下空间等场
所的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 建立以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为基础的安全生产长效

机制 ， 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

严格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项目基

本建设程序 。 完善规划许可 、 施工许

可、 质量安全监督 、 竣工验收备案等
项目手续， 消除监管缺失和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城市市政工程质量 、 安全监
督管理机构 ，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 加
强安全风险管控。

关键词：
百城提质和文明城市创

建深度融合

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为载体，
以文明创建引导百城提质 ， 以百城提
质支撑文明创建， 努力实现同步发展、
同步提升。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 围绕建
党 100 周年组织开展 “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 ” 重大主题宣传活动 ， 组织
“百年党史 ” 宣讲团巡回宣讲 ， 开展
“永远跟党走 ”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 主题演讲比赛 、
少儿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 ， 引导广大
党员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融合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 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相互促进，
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内涵， 对现有公园、
游园提升改造 ， 增添文化元素 ， 打造
“主题文化园 ”， 推动 “满城文化 ” 建
设。

抓好社区文明创建 。 积极创建绿
色社区 、 完整社区 ， 引导有能力 、 有
意愿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管理 。
积极创建综合减灾 （安全） 示范社区。
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及社区站所

建设， 拓展服务内容， 搭建实践平台，
创新志愿服务模式 ， 健全志愿服务体
系。

关键词：
以百城提质工程助力乡

村振兴

通过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 做
优做强县域经济龙头 ， 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 ，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 依托特色
优势资源 ， 优化产业布局 ， 培育主导
产业 ，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 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 吸引更多农村
人口向县城集聚 。 加快补齐县城在公
共卫生 、 人居环境 、 公共服务 、 市政
设施等方面短板 。 树立城乡一盘棋的
理念 ， 以工促农 ， 以城带乡 ， 推动县
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延伸 ， 助
力乡村振兴。 ②9

核心提示
加快补齐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因地制宜推动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大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和生态水系建设、

注重规划设计和文脉延续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让群众在城市生活更方便、更舒心……
为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城市有机更新和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日前，我市全面启

动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紧盯管理难点痛点，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将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深入融合，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具气质、更有温度”。

三年行动计划部分主要目标（2023年）
城市基础设施突出短板基本消除，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中心城区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7平方米，城市路网密度达到 8公里/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燃气普及率达 98％以上，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95％以上。

中心城区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8％以上。

全市完成 70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打造 15分钟生活圈、健身圈、阅读圈，让居民享受便利的公共服务。

寓意吉祥的小羊：东汉绿釉红陶卧羊尊
记者 苑美丽

� 读者老铁们，大家好！ 我是文物“东
汉绿釉红陶卧羊尊”，现在的家在周口市
博物馆。时值 5 月，湛蓝的天空与油绿的
麦田将天地分割为二， 饱满的麦穗随风
摇曳，看来周口今年又要迎来好年景。这
似曾相识的景象让我不禁心生感慨，脑
子里闪过我小时候的回忆———那些年也

是这大好的收成啊！

穿越回东汉，看看我的童年

穿越到我出生的那个时空———东

汉。 那里没有先秦时期狞厉神秘的青铜
饕餮， 没有氏族部落威吓可畏的远古图
腾，也没有诸侯国混战的兵马杀戮，有的
是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六畜兴旺。

我记得长辈讲故事， 春秋晚期到秦

这段时间，诸侯国混战，他们经历了战火
纷飞、礼乐崩塌。我出生在相对和平的年
代，那时百废待兴，稳定的社会秩序给生
产力发展提供了条件，我是祥和的代表，
是汉代艺术界的宠儿。

经历了苦日子才知道美好生活来之

不易，人们受够了战乱杀戮，十分珍惜这
安定的生活， 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
百姓， 都祈求在死后也能过上安定太平
的日子， 于是将生前衣食住行的器物等
制作成模型随葬于墓中， 也算是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

就这样， 我和我的小伙伴———另一

只绿釉红陶卧羊尊就随墓下葬， 寄托着
主人来生仍过富足祥和日子的希望。

我是寓意吉祥、懂得感恩的小羊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驯养羊的国度之

一，羊还被古人视为美好的象征，在中国
汉字文化中有所谓“羊大为美”。 东汉许
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羊”字是“祥”字
的代表，在众多古器物的铭文中，“吉祥”
也多作“吉羊”。 因此古人常把羊的造型
艺术化，制成器皿、物品，取其吉祥如意
的意思。 最早的陶瓷羊始于新石器时代
的陶塑，到商周时期，羊的造型已经大量
用在陶、骨、玉、青铜等器皿上。陶瓷器中
以羊为造型的器物在战汉时期 （指战国
到汉代）最为盛行，可能与羊为三牲之一
且带有财富之意有关。

什么叫“尊”呢，就是你们现在说的
酒杯，我就是用来喝酒的容器。关于造型
呢，别期待我硬朗干练，我是寓意吉祥的
一只小羊， 是温顺善良的化身， 线条流
畅，神采奕奕。 我身长 36.6 厘米，宽 15.8
厘米，高 23 厘米，口径 5.4 厘米，卧姿跪
地，嘴巴微张，红陶质地，绿釉作为装饰
色彩，遍布全身，釉色碧绿明净，是汉代
铅釉陶中的珍品。

“羔食而母， 必跪而受之， 谓之礼
也”，用卧羊的形态做成尊，用来盛美酒，
既实用又美观。 汉代统治阶级极力加强
统治，提倡忠孝，而羊有跪乳之恩，正是
忠孝的代表， 为了将这种价值观灌输给
人们， 各种材质卧羊形态的器皿就成了
传递感恩理念的工具， 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留下深深印记，一直延续到今天。

沉睡或苏醒，我一直年轻

1979 年 5 月， 麦田油绿的季节，项

城蛤蟆寨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我和我

的小伙伴 ，于是我们重见光明 ，再一次
感受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另一只卧羊尊
在 1997 年被征调到河南博物院， 而我
被安放在周口市博物馆，我们有了各自
不同的家，在不同的城市诉说着同样的
故事。

窗外天色渐晚， 夜幕将麦田染成墨
绿，不久，就会是大片的金黄，大型联合
收割机一程又一程地行走在一望无际的

麦田里，那是丰收的喜悦啊！
民以食为天 。 从原始社会的刀耕

火种到春秋战国的牛耕铁犁 ， 从历史
更迭的战乱纷飞到太平盛世的生产发

展 ， 哪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祈求风调
雨顺 ，期待仓廪实 、衣食足 ，盼望过上
幸福安定的生活 。 我在东汉的太平盛
世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

呱呱落地 ，两千年过去了 ，我变成了现
代人眼中的老古董 ，可我的心 、我的愿
望一直都年轻着。 尽管时空不断变换，

我肩负的使命也从未改变———祈望着

这片土地上能有好的收成 ， 见证着这
片土地上农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发

展。
说了这么多，应该很了解我了吧？我

就在周口市博物馆等着你， 快来看看我
吧！ ②8

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有气质、有温度”的城市
———《周口市关于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解读

记者 彭慧

关键词：
强化科学规划引领作用

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 ， 坚持先
规划 、 后建设 ， 加强城市设计与建筑
风貌管理， 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建立完善规划体系 ， 强化规划引
领作用 。 全面完成县市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工作， 进一步编制 （修编）
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 、 卫生 、 消
防 、 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专项规划 ，
城市新区 、 旧城改造区优先编制详细
规划。

开展城市设计 ， 加强城市与建筑
风貌管理。 坚持 “适用、 经济、 绿色、
美观 ” 方针 ，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
理 ， 延续城市文脉 。 完成城市主要出
入口 、 主干道 、 城市中心区 、 滨水地
段 、 城市新区 、 重点景观地带和大型
公共服务设施 、 园林绿地 、 广场周边
等重点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城市

设计。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 彰显城市文

化特色 。 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历史文
化街区 、 工业遗产和历史建筑等 ， 加
强文物保护研究和宣传展览设施建设，
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风貌 。 突出
“以文化城” 周口特色， 把历史文化街
区和老城改造统筹起来， 不拆真遗存、
不建假古董 。 充分挖掘川汇区关帝庙
文化片区 、 淮阳古城区 、 鹿邑老子文
化片区 、 扶沟大程书院等 ， 打造一批
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街区。

关键词：
大力推进老城区改造提

升

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为主线 ， 大
力推进老城区改造提升 ， 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 ，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更方
便、 更舒心。

全面消除城市易涝点积水点 。 开
展排水防涝隐患排查专项整治 ， 一个
易涝点 、 一个方案 、 一抓到底 。 增强
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 中心城区有效应
对能力不应低于 20 年一遇的降雨。

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 加
强城市路网建设 ， 2023 年基本消除
“断头路 ” “卡脖路 ”。 持续推进主干
道路口渠化改造 ， 完善道路消防 、 交
通标志标识等安全设施 。 实施城镇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 ， 加快雨污分流 、 混
接错接改造 ， 实现城区污水管网全覆
盖 。 大力实施城镇燃气 、 供水等老旧
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 中心城区
加快供热管道建设 ， 逐步推进集中供
暖 。 重点加强对学校 、 医院 、 商圈等
公共停车场建设和充电桩建设 ， 缓解
停车难问题。

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 三
年改造完成建成于 2000 年之前的城镇
老旧小区 ， 由单个小区改造逐步向组
团连片改造推进， 同步完善街区养老、
托幼 、 文化 、 医疗 、 助餐 、 家政 、 快
递 、 便民等公共服务配套 ， 推进相邻
小区及周边联动改造， 实现共建共享。

稳步推进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2021
年基本建成安置房 2.4 万套。 着力推进
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 ， 尤其是对
50 户以上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力争
三年基本建成棚改安置房 9.6 万套。

把城市街道升级改造与老旧小区

片区改造等统筹推进 ， 开展窨井盖治
理专项行动 。 实施街道 “U 型 ” 空间
治理 ， 做好地下 、 地上和街面的改造
提升 ， 实现 “线清 、 杆合 、 箱隐 、 景

美”。 改造提升严重老化的道路路灯设
施 ， 确保照明完好率不低于 96％， 每
个县 （市 、 区 ） 每年至少创建 1 条达
标街道。

关键词：
推进城市绿色生态建设

大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 、 生态水
系、 海绵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
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提升园林绿化品质 。 加快街头绿
地 、 城市绿道 、 立体绿化 、 小游园建
设 ， 见缝插绿 ， 增绿补绿 。 实施 “拆
墙透绿 ” 工程 ， 基本做到单位绿地不
设栅栏 ， 小区绿地不设围墙 。 利用城
市主干道十字路口 、 商业综合体周边
等地 ， 建设一批 “小 、 精 、 特 ” 的
“袖珍公园 ”。 推进城郊森林公园 、 环
城防护林带 ， 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 、
城市书吧等体育健身和文化休闲设

施 。 积极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森
林城市创建工作 ， 推动节约型园林建
设。

改善修复城市水生态 。 巩固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效果 ， 中心城区完成 7
条水系治理任务并保持 “长治久清 ”，
县级城市建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
积极建设湿地公园 ， 实现城市水系连
通。

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 新建 、
改建的建筑小区 、 城市水系 、 道路广
场 、 公园绿地等项目 ， 全部按照海绵
城市理念规划建设， 到 2023 年， 中心
城区和项城市 、 其他县城建成区海绵
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达到 40％ 、 20％ 。
2022 年， 中心城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
市。

实施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 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 、 钢结构建筑 ， 2022 年
底 ，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达到 70%， 政府投资和大型公共建
筑达到星级绿色建筑， 到 2023 年， 全
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面积达到

20%以上。

关键词：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加强居住社区建设 ， 积极创建绿
色 、 完整社区 。 开展完整居住社区设
施补短板行动 ， 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大
力发展线上线下社区服务业 ， 满足居
民多样化需求 。 建立党委领导 、 政府
组织 、 业主参与 、 企业服务的居住社
区治理机制 ， 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活动 ， 居民群众共建共治
共享美好家园 。 因地制宜对既有居住
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附属设施改造提

升 ， 推动绿色社区和完整社区建设 。
贯彻落实 《周口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实
施方案》， 2021 年， 全市 35%以上的城
市社区达到创建要求 ， 2022 年 ， 力争
全市 60%以上的城市社区达到创建要
求 ， 基本实现社区人居环境整洁 、 舒
适、 安全、 美丽的目标。

积极推进生活圈 、 健身圈 、 阅读
圈 “三圈” 建设。 围绕建设 15 分钟生
活圈 、 健身圈 、 阅读圈 ， 统筹布局城
市 、 组团 、 社区三级公共服务设施 ，
补齐教育 、 文化 、 体育 、 医疗 、 养老
等社区服务短板 。 发展普惠型养老服
务和互助性养老 ， 支持家庭承担养老
功能 ， 构建居家 、 社区 、 机构相协调
和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关键词：
提升城市精细化智慧化

管理水平

以开展 “城市清洁行动 ” “城市
交通畅通行动 ” 为抓手 ， 以搭建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载体 ， 加快发展
“新城建”， 推进城市管理智能化。

努力改善环境卫生和市容市貌 。
以城市出入口 、 城乡接合部 、 背街小
巷 、 农贸市场等为重点 ， 持续深入开
展城市清洁行动 。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 ， 统筹规划建设市域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 ， 积极推进厨余垃圾无害
化 、 资源化处置 ， 中心城区率先实现
餐厨垃圾单独处置。

提升城市交通综合运营能力 。 实
施 “城市交通畅通工程”， 新发展大型

住宅区 、 商业区时 ， 优先考虑公共交
通配套 ， 加大换乘枢纽 、 停靠站的建
设力度 ， 积极发展智慧公交 。 完善一
批中心城区与组团城市 （西华、 项城）
及郸城 、 太康等县城快速通道建设 ，
打通一批 “断头路”。 加快推进主干道
交通信号灯联网联控， 合理设置限时、
分时、 错时和夜间临时停车泊位。

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 。 积极
构建智能高效的城市数字管理平台 ，
完善视频监控、 城市影像信息采集车、
无人机等城市管理智能设施 。 2021 年
底前实现与省级、 国家平台互联互通，
逐步实现城市管理事项 “一网统管 ”
“一网通办”。

加快发展 “新城建”。 积极推进城
市信息模型平台 （CIM） 建设 ， 建设
拓展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等平台 ， 构建
市政基础设施 “一张网 ” 。 利用 5G、
互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技术 ，
推进 “智慧井盖 ” “多功能杆 ” “智
慧管网 ” 等智能化应用 。 培育一批智
慧化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小区样板 ，
积极实施智慧交通 、 智慧停车 、 智慧
市政、 智慧环卫等智慧化示范项目。

关键词：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

以开展 “城市体检 ” 为抓手 ， 完
善城市安全体系 ， 压实行业安全监管
责任，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

中心城区率先启动城市体检工作，
对标先进标准 ， 分析评估城市运营状
况 ， 查找突出问题 ， 制定行动计划 ，
谋划实施项目。

完善城市安全体系 。 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 提高传染
病检测和救治能力， 推进县 （市、 区）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准化建设 ， 提
升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 。 增加大
型体育场馆等场所的应急防疫救治功

能 ； 建立城市安全风险清单 ， 完善城
市综合防灾 、 地质灾害防治 、 防洪排
涝 、 城市消防等各类防灾减灾专项规
划， 统筹推进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深入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 大
力开展城市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
严格排查治理建筑工地 、 公共建筑 、
娱乐场所 、 城镇燃气 、 地下空间等场
所的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 建立以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为基础的安全生产长效

机制 ， 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

严格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项目基

本建设程序 。 完善规划许可 、 施工许

可、 质量安全监督 、 竣工验收备案等
项目手续， 消除监管缺失和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城市市政工程质量 、 安全监
督管理机构 ，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 加
强安全风险管控。

关键词：
百城提质和文明城市创

建深度融合

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为载体，
以文明创建引导百城提质 ， 以百城提
质支撑文明创建， 努力实现同步发展、
同步提升。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 围绕建
党 100 周年组织开展 “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 ” 重大主题宣传活动 ， 组织
“百年党史 ” 宣讲团巡回宣讲 ， 开展
“永远跟党走 ”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 主题演讲比赛 、
少儿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 ， 引导广大
党员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融合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 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相互促进，
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内涵， 对现有公园、
游园提升改造 ， 增添文化元素 ， 打造
“主题文化园 ”， 推动 “满城文化 ” 建
设。

抓好社区文明创建 。 积极创建绿
色社区 、 完整社区 ， 引导有能力 、 有
意愿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管理 。
积极创建综合减灾 （安全） 示范社区。
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及社区站所

建设， 拓展服务内容， 搭建实践平台，
创新志愿服务模式 ， 健全志愿服务体
系。

关键词：
以百城提质工程助力乡

村振兴

通过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 做
优做强县域经济龙头 ， 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 ，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 依托特色
优势资源 ， 优化产业布局 ， 培育主导
产业 ，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 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 吸引更多农村
人口向县城集聚 。 加快补齐县城在公
共卫生 、 人居环境 、 公共服务 、 市政
设施等方面短板 。 树立城乡一盘棋的
理念 ， 以工促农 ， 以城带乡 ， 推动县
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延伸 ， 助
力乡村振兴。 ②9

三年行动计划部分主要目标（2023年）
城市基础设施突出短板基本消除，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中心城区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7平方米，城市路网密度达到 8公里/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燃气普及率达 98％以上，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95％以上。

中心城区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8％以上。

全市完成 70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打造 15分钟生活圈、健身圈、阅读圈，让居民享受便利的公共服务。

寓意吉祥的小羊：东汉绿釉红陶卧羊尊
记者 苑美丽

� 读者老铁们，大家好！ 我是文物“东
汉绿釉红陶卧羊尊”，现在的家在周口市
博物馆。时值 5 月，湛蓝的天空与油绿的
麦田将天地分割为二， 饱满的麦穗随风
摇曳，看来周口今年又要迎来好年景。这
似曾相识的景象让我不禁心生感慨，脑
子里闪过我小时候的回忆———那些年也

是这大好的收成啊！

穿越回东汉，看看我的童年

穿越到我出生的那个时空———东

汉。 那里没有先秦时期狞厉神秘的青铜
饕餮， 没有氏族部落威吓可畏的远古图
腾，也没有诸侯国混战的兵马杀戮，有的
是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六畜兴旺。

我记得长辈讲故事， 春秋晚期到秦

这段时间，诸侯国混战，他们经历了战火
纷飞、礼乐崩塌。我出生在相对和平的年
代，那时百废待兴，稳定的社会秩序给生
产力发展提供了条件，我是祥和的代表，
是汉代艺术界的宠儿。

经历了苦日子才知道美好生活来之

不易，人们受够了战乱杀戮，十分珍惜这
安定的生活， 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
百姓， 都祈求在死后也能过上安定太平
的日子， 于是将生前衣食住行的器物等
制作成模型随葬于墓中， 也算是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

就这样， 我和我的小伙伴———另一

只绿釉红陶卧羊尊就随墓下葬， 寄托着
主人来生仍过富足祥和日子的希望。

我是寓意吉祥、懂得感恩的小羊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驯养羊的国度之

一，羊还被古人视为美好的象征，在中国
汉字文化中有所谓“羊大为美”。 东汉许
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羊”字是“祥”字
的代表，在众多古器物的铭文中，“吉祥”
也多作“吉羊”。 因此古人常把羊的造型
艺术化，制成器皿、物品，取其吉祥如意
的意思。 最早的陶瓷羊始于新石器时代
的陶塑，到商周时期，羊的造型已经大量
用在陶、骨、玉、青铜等器皿上。陶瓷器中
以羊为造型的器物在战汉时期 （指战国
到汉代）最为盛行，可能与羊为三牲之一
且带有财富之意有关。

什么叫“尊”呢，就是你们现在说的
酒杯，我就是用来喝酒的容器。关于造型
呢，别期待我硬朗干练，我是寓意吉祥的
一只小羊， 是温顺善良的化身， 线条流
畅，神采奕奕。 我身长 36.6 厘米，宽 15.8
厘米，高 23 厘米，口径 5.4 厘米，卧姿跪
地，嘴巴微张，红陶质地，绿釉作为装饰
色彩，遍布全身，釉色碧绿明净，是汉代
铅釉陶中的珍品。

“羔食而母， 必跪而受之， 谓之礼
也”，用卧羊的形态做成尊，用来盛美酒，
既实用又美观。 汉代统治阶级极力加强
统治，提倡忠孝，而羊有跪乳之恩，正是
忠孝的代表， 为了将这种价值观灌输给
人们， 各种材质卧羊形态的器皿就成了
传递感恩理念的工具， 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留下深深印记，一直延续到今天。

沉睡或苏醒，我一直年轻

1979 年 5 月， 麦田油绿的季节，项

城蛤蟆寨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我和我

的小伙伴 ，于是我们重见光明 ，再一次
感受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另一只卧羊尊
在 1997 年被征调到河南博物院， 而我
被安放在周口市博物馆，我们有了各自
不同的家，在不同的城市诉说着同样的
故事。

窗外天色渐晚， 夜幕将麦田染成墨
绿，不久，就会是大片的金黄，大型联合
收割机一程又一程地行走在一望无际的

麦田里，那是丰收的喜悦啊！
民以食为天 。 从原始社会的刀耕

火种到春秋战国的牛耕铁犁 ， 从历史
更迭的战乱纷飞到太平盛世的生产发

展 ， 哪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祈求风调
雨顺 ，期待仓廪实 、衣食足 ，盼望过上
幸福安定的生活 。 我在东汉的太平盛
世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

呱呱落地 ，两千年过去了 ，我变成了现
代人眼中的老古董 ，可我的心 、我的愿
望一直都年轻着。 尽管时空不断变换，

我肩负的使命也从未改变———祈望着

这片土地上能有好的收成 ， 见证着这
片土地上农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发

展。
说了这么多，应该很了解我了吧？我

就在周口市博物馆等着你， 快来看看我
吧！ ②8

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有气质、有温度”的城市
———《周口市关于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解读

记者 彭慧

关键词：
强化科学规划引领作用

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 ， 坚持先
规划 、 后建设 ， 加强城市设计与建筑
风貌管理， 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建立完善规划体系 ， 强化规划引
领作用 。 全面完成县市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工作， 进一步编制 （修编）
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 、 卫生 、 消
防 、 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专项规划 ，
城市新区 、 旧城改造区优先编制详细
规划。

开展城市设计 ， 加强城市与建筑
风貌管理。 坚持 “适用、 经济、 绿色、
美观 ” 方针 ，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
理 ， 延续城市文脉 。 完成城市主要出
入口 、 主干道 、 城市中心区 、 滨水地
段 、 城市新区 、 重点景观地带和大型
公共服务设施 、 园林绿地 、 广场周边
等重点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城市

设计。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 彰显城市文

化特色 。 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历史文
化街区 、 工业遗产和历史建筑等 ， 加
强文物保护研究和宣传展览设施建设，
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风貌 。 突出
“以文化城” 周口特色， 把历史文化街
区和老城改造统筹起来， 不拆真遗存、
不建假古董 。 充分挖掘川汇区关帝庙
文化片区 、 淮阳古城区 、 鹿邑老子文
化片区 、 扶沟大程书院等 ， 打造一批
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街区。

关键词：
大力推进老城区改造提

升

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为主线 ， 大
力推进老城区改造提升 ， 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 ，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更方
便、 更舒心。

全面消除城市易涝点积水点 。 开
展排水防涝隐患排查专项整治 ， 一个
易涝点 、 一个方案 、 一抓到底 。 增强
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 中心城区有效应
对能力不应低于 20 年一遇的降雨。

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 加
强城市路网建设 ， 2023 年基本消除
“断头路 ” “卡脖路 ”。 持续推进主干
道路口渠化改造 ， 完善道路消防 、 交
通标志标识等安全设施 。 实施城镇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 ， 加快雨污分流 、 混
接错接改造 ， 实现城区污水管网全覆
盖 。 大力实施城镇燃气 、 供水等老旧
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 中心城区
加快供热管道建设 ， 逐步推进集中供
暖 。 重点加强对学校 、 医院 、 商圈等
公共停车场建设和充电桩建设 ， 缓解
停车难问题。

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 三
年改造完成建成于 2000 年之前的城镇
老旧小区 ， 由单个小区改造逐步向组
团连片改造推进， 同步完善街区养老、
托幼 、 文化 、 医疗 、 助餐 、 家政 、 快
递 、 便民等公共服务配套 ， 推进相邻
小区及周边联动改造， 实现共建共享。

稳步推进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2021
年基本建成安置房 2.4 万套。 着力推进
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 ， 尤其是对
50 户以上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力争
三年基本建成棚改安置房 9.6 万套。

把城市街道升级改造与老旧小区

片区改造等统筹推进 ， 开展窨井盖治
理专项行动 。 实施街道 “U 型 ” 空间
治理 ， 做好地下 、 地上和街面的改造
提升 ， 实现 “线清 、 杆合 、 箱隐 、 景

美”。 改造提升严重老化的道路路灯设
施 ， 确保照明完好率不低于 96％， 每
个县 （市 、 区 ） 每年至少创建 1 条达
标街道。

关键词：
推进城市绿色生态建设

大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 、 生态水
系、 海绵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
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提升园林绿化品质 。 加快街头绿
地 、 城市绿道 、 立体绿化 、 小游园建
设 ， 见缝插绿 ， 增绿补绿 。 实施 “拆
墙透绿 ” 工程 ， 基本做到单位绿地不
设栅栏 ， 小区绿地不设围墙 。 利用城
市主干道十字路口 、 商业综合体周边
等地 ， 建设一批 “小 、 精 、 特 ” 的
“袖珍公园 ”。 推进城郊森林公园 、 环
城防护林带 ， 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 、
城市书吧等体育健身和文化休闲设

施 。 积极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森
林城市创建工作 ， 推动节约型园林建
设。

改善修复城市水生态 。 巩固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效果 ， 中心城区完成 7
条水系治理任务并保持 “长治久清 ”，
县级城市建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
积极建设湿地公园 ， 实现城市水系连
通。

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 新建 、
改建的建筑小区 、 城市水系 、 道路广
场 、 公园绿地等项目 ， 全部按照海绵
城市理念规划建设， 到 2023 年， 中心
城区和项城市 、 其他县城建成区海绵
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达到 40％ 、 20％ 。
2022 年， 中心城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
市。

实施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 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 、 钢结构建筑 ， 2022 年
底 ，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达到 70%， 政府投资和大型公共建
筑达到星级绿色建筑， 到 2023 年， 全
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面积达到

20%以上。

关键词：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加强居住社区建设 ， 积极创建绿
色 、 完整社区 。 开展完整居住社区设
施补短板行动 ， 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大
力发展线上线下社区服务业 ， 满足居
民多样化需求 。 建立党委领导 、 政府
组织 、 业主参与 、 企业服务的居住社
区治理机制 ， 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活动 ， 居民群众共建共治
共享美好家园 。 因地制宜对既有居住
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附属设施改造提

升 ， 推动绿色社区和完整社区建设 。
贯彻落实 《周口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实
施方案》， 2021 年， 全市 35%以上的城
市社区达到创建要求 ， 2022 年 ， 力争
全市 60%以上的城市社区达到创建要
求 ， 基本实现社区人居环境整洁 、 舒
适、 安全、 美丽的目标。

积极推进生活圈 、 健身圈 、 阅读
圈 “三圈” 建设。 围绕建设 15 分钟生
活圈 、 健身圈 、 阅读圈 ， 统筹布局城
市 、 组团 、 社区三级公共服务设施 ，
补齐教育 、 文化 、 体育 、 医疗 、 养老
等社区服务短板 。 发展普惠型养老服
务和互助性养老 ， 支持家庭承担养老
功能 ， 构建居家 、 社区 、 机构相协调
和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关键词：
提升城市精细化智慧化

管理水平

以开展 “城市清洁行动 ” “城市
交通畅通行动 ” 为抓手 ， 以搭建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载体 ， 加快发展
“新城建”， 推进城市管理智能化。

努力改善环境卫生和市容市貌 。
以城市出入口 、 城乡接合部 、 背街小
巷 、 农贸市场等为重点 ， 持续深入开
展城市清洁行动 。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 ， 统筹规划建设市域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 ， 积极推进厨余垃圾无害
化 、 资源化处置 ， 中心城区率先实现
餐厨垃圾单独处置。

提升城市交通综合运营能力 。 实
施 “城市交通畅通工程”， 新发展大型

住宅区 、 商业区时 ， 优先考虑公共交
通配套 ， 加大换乘枢纽 、 停靠站的建
设力度 ， 积极发展智慧公交 。 完善一
批中心城区与组团城市 （西华、 项城）
及郸城 、 太康等县城快速通道建设 ，
打通一批 “断头路”。 加快推进主干道
交通信号灯联网联控， 合理设置限时、
分时、 错时和夜间临时停车泊位。

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 。 积极
构建智能高效的城市数字管理平台 ，
完善视频监控、 城市影像信息采集车、
无人机等城市管理智能设施 。 2021 年
底前实现与省级、 国家平台互联互通，
逐步实现城市管理事项 “一网统管 ”
“一网通办”。

加快发展 “新城建”。 积极推进城
市信息模型平台 （CIM） 建设 ， 建设
拓展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等平台 ， 构建
市政基础设施 “一张网 ” 。 利用 5G、
互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技术 ，
推进 “智慧井盖 ” “多功能杆 ” “智
慧管网 ” 等智能化应用 。 培育一批智
慧化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小区样板 ，
积极实施智慧交通 、 智慧停车 、 智慧
市政、 智慧环卫等智慧化示范项目。

关键词：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

以开展 “城市体检 ” 为抓手 ， 完
善城市安全体系 ， 压实行业安全监管
责任，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

中心城区率先启动城市体检工作，
对标先进标准 ， 分析评估城市运营状
况 ， 查找突出问题 ， 制定行动计划 ，
谋划实施项目。

完善城市安全体系 。 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 提高传染
病检测和救治能力， 推进县 （市、 区）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准化建设 ， 提
升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 。 增加大
型体育场馆等场所的应急防疫救治功

能 ； 建立城市安全风险清单 ， 完善城
市综合防灾 、 地质灾害防治 、 防洪排
涝 、 城市消防等各类防灾减灾专项规
划， 统筹推进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深入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 大
力开展城市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
严格排查治理建筑工地 、 公共建筑 、
娱乐场所 、 城镇燃气 、 地下空间等场
所的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 建立以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为基础的安全生产长效

机制 ， 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

严格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项目基

本建设程序 。 完善规划许可 、 施工许

可、 质量安全监督 、 竣工验收备案等
项目手续， 消除监管缺失和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城市市政工程质量 、 安全监
督管理机构 ，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 加
强安全风险管控。

关键词：
百城提质和文明城市创

建深度融合

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为载体，
以文明创建引导百城提质 ， 以百城提
质支撑文明创建， 努力实现同步发展、
同步提升。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 围绕建
党 100 周年组织开展 “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 ” 重大主题宣传活动 ， 组织
“百年党史 ” 宣讲团巡回宣讲 ， 开展
“永远跟党走 ”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 主题演讲比赛 、
少儿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 ， 引导广大
党员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融合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 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相互促进，
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内涵， 对现有公园、
游园提升改造 ， 增添文化元素 ， 打造
“主题文化园 ”， 推动 “满城文化 ” 建
设。

抓好社区文明创建 。 积极创建绿
色社区 、 完整社区 ， 引导有能力 、 有
意愿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管理 。
积极创建综合减灾 （安全） 示范社区。
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及社区站所

建设， 拓展服务内容， 搭建实践平台，
创新志愿服务模式 ， 健全志愿服务体
系。

关键词：
以百城提质工程助力乡

村振兴

通过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 做
优做强县域经济龙头 ， 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 ，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 依托特色
优势资源 ， 优化产业布局 ， 培育主导
产业 ，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 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 吸引更多农村
人口向县城集聚 。 加快补齐县城在公
共卫生 、 人居环境 、 公共服务 、 市政
设施等方面短板 。 树立城乡一盘棋的
理念 ， 以工促农 ， 以城带乡 ， 推动县
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延伸 ， 助
力乡村振兴。 ②9

三年行动计划部分主要目标（2023年）
城市基础设施突出短板基本消除，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中心城区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7平方米，城市路网密度达到 8公里/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燃气普及率达 98％以上，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95％以上。

中心城区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8％以上。

全市完成 70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打造 15分钟生活圈、健身圈、阅读圈，让居民享受便利的公共服务。

寓意吉祥的小羊：东汉绿釉红陶卧羊尊
记者 苑美丽

� 读者老铁们，大家好！ 我是文物“东
汉绿釉红陶卧羊尊”，现在的家在周口市
博物馆。时值 5 月，湛蓝的天空与油绿的
麦田将天地分割为二， 饱满的麦穗随风
摇曳，看来周口今年又要迎来好年景。这
似曾相识的景象让我不禁心生感慨，脑
子里闪过我小时候的回忆———那些年也

是这大好的收成啊！

穿越回东汉，看看我的童年

穿越到我出生的那个时空———东

汉。 那里没有先秦时期狞厉神秘的青铜
饕餮， 没有氏族部落威吓可畏的远古图
腾，也没有诸侯国混战的兵马杀戮，有的
是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六畜兴旺。

我记得长辈讲故事， 春秋晚期到秦

这段时间，诸侯国混战，他们经历了战火
纷飞、礼乐崩塌。我出生在相对和平的年
代，那时百废待兴，稳定的社会秩序给生
产力发展提供了条件，我是祥和的代表，
是汉代艺术界的宠儿。

经历了苦日子才知道美好生活来之

不易，人们受够了战乱杀戮，十分珍惜这
安定的生活， 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
百姓， 都祈求在死后也能过上安定太平
的日子， 于是将生前衣食住行的器物等
制作成模型随葬于墓中， 也算是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

就这样， 我和我的小伙伴———另一

只绿釉红陶卧羊尊就随墓下葬， 寄托着
主人来生仍过富足祥和日子的希望。

我是寓意吉祥、懂得感恩的小羊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驯养羊的国度之

一，羊还被古人视为美好的象征，在中国
汉字文化中有所谓“羊大为美”。 东汉许
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羊”字是“祥”字
的代表，在众多古器物的铭文中，“吉祥”
也多作“吉羊”。 因此古人常把羊的造型
艺术化，制成器皿、物品，取其吉祥如意
的意思。 最早的陶瓷羊始于新石器时代
的陶塑，到商周时期，羊的造型已经大量
用在陶、骨、玉、青铜等器皿上。陶瓷器中
以羊为造型的器物在战汉时期 （指战国
到汉代）最为盛行，可能与羊为三牲之一
且带有财富之意有关。

什么叫“尊”呢，就是你们现在说的
酒杯，我就是用来喝酒的容器。关于造型
呢，别期待我硬朗干练，我是寓意吉祥的
一只小羊， 是温顺善良的化身， 线条流
畅，神采奕奕。 我身长 36.6 厘米，宽 15.8
厘米，高 23 厘米，口径 5.4 厘米，卧姿跪
地，嘴巴微张，红陶质地，绿釉作为装饰
色彩，遍布全身，釉色碧绿明净，是汉代
铅釉陶中的珍品。

“羔食而母， 必跪而受之， 谓之礼
也”，用卧羊的形态做成尊，用来盛美酒，
既实用又美观。 汉代统治阶级极力加强
统治，提倡忠孝，而羊有跪乳之恩，正是
忠孝的代表， 为了将这种价值观灌输给
人们， 各种材质卧羊形态的器皿就成了
传递感恩理念的工具， 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留下深深印记，一直延续到今天。

沉睡或苏醒，我一直年轻

1979 年 5 月， 麦田油绿的季节，项

城蛤蟆寨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我和我

的小伙伴 ，于是我们重见光明 ，再一次
感受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另一只卧羊尊
在 1997 年被征调到河南博物院， 而我
被安放在周口市博物馆，我们有了各自
不同的家，在不同的城市诉说着同样的
故事。

窗外天色渐晚， 夜幕将麦田染成墨
绿，不久，就会是大片的金黄，大型联合
收割机一程又一程地行走在一望无际的

麦田里，那是丰收的喜悦啊！
民以食为天 。 从原始社会的刀耕

火种到春秋战国的牛耕铁犁 ， 从历史
更迭的战乱纷飞到太平盛世的生产发

展 ， 哪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祈求风调
雨顺 ，期待仓廪实 、衣食足 ，盼望过上
幸福安定的生活 。 我在东汉的太平盛
世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

呱呱落地 ，两千年过去了 ，我变成了现
代人眼中的老古董 ，可我的心 、我的愿
望一直都年轻着。 尽管时空不断变换，

我肩负的使命也从未改变———祈望着

这片土地上能有好的收成 ， 见证着这
片土地上农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发

展。
说了这么多，应该很了解我了吧？我

就在周口市博物馆等着你， 快来看看我
吧！ ②8

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有气质、有温度”的城市
———《周口市关于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解读

记者 彭慧

关键词：
强化科学规划引领作用

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 ， 坚持先
规划 、 后建设 ， 加强城市设计与建筑
风貌管理， 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建立完善规划体系 ， 强化规划引
领作用 。 全面完成县市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工作， 进一步编制 （修编）
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 、 卫生 、 消
防 、 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专项规划 ，
城市新区 、 旧城改造区优先编制详细
规划。

开展城市设计 ， 加强城市与建筑
风貌管理。 坚持 “适用、 经济、 绿色、
美观 ” 方针 ， 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
理 ， 延续城市文脉 。 完成城市主要出
入口 、 主干道 、 城市中心区 、 滨水地
段 、 城市新区 、 重点景观地带和大型
公共服务设施 、 园林绿地 、 广场周边
等重点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城市

设计。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 彰显城市文

化特色 。 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历史文
化街区 、 工业遗产和历史建筑等 ， 加
强文物保护研究和宣传展览设施建设，
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风貌 。 突出
“以文化城” 周口特色， 把历史文化街
区和老城改造统筹起来， 不拆真遗存、
不建假古董 。 充分挖掘川汇区关帝庙
文化片区 、 淮阳古城区 、 鹿邑老子文
化片区 、 扶沟大程书院等 ， 打造一批
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街区。

关键词：
大力推进老城区改造提

升

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为主线 ， 大
力推进老城区改造提升 ， 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 ，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更方
便、 更舒心。

全面消除城市易涝点积水点 。 开
展排水防涝隐患排查专项整治 ， 一个
易涝点 、 一个方案 、 一抓到底 。 增强
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 中心城区有效应
对能力不应低于 20 年一遇的降雨。

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 加
强城市路网建设 ， 2023 年基本消除
“断头路 ” “卡脖路 ”。 持续推进主干
道路口渠化改造 ， 完善道路消防 、 交
通标志标识等安全设施 。 实施城镇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 ， 加快雨污分流 、 混
接错接改造 ， 实现城区污水管网全覆
盖 。 大力实施城镇燃气 、 供水等老旧
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 中心城区
加快供热管道建设 ， 逐步推进集中供
暖 。 重点加强对学校 、 医院 、 商圈等
公共停车场建设和充电桩建设 ， 缓解
停车难问题。

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 三
年改造完成建成于 2000 年之前的城镇
老旧小区 ， 由单个小区改造逐步向组
团连片改造推进， 同步完善街区养老、
托幼 、 文化 、 医疗 、 助餐 、 家政 、 快
递 、 便民等公共服务配套 ， 推进相邻
小区及周边联动改造， 实现共建共享。

稳步推进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2021
年基本建成安置房 2.4 万套。 着力推进
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 ， 尤其是对
50 户以上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力争
三年基本建成棚改安置房 9.6 万套。

把城市街道升级改造与老旧小区

片区改造等统筹推进 ， 开展窨井盖治
理专项行动 。 实施街道 “U 型 ” 空间
治理 ， 做好地下 、 地上和街面的改造
提升 ， 实现 “线清 、 杆合 、 箱隐 、 景

美”。 改造提升严重老化的道路路灯设
施 ， 确保照明完好率不低于 96％， 每
个县 （市 、 区 ） 每年至少创建 1 条达
标街道。

关键词：
推进城市绿色生态建设

大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 、 生态水
系、 海绵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
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提升园林绿化品质 。 加快街头绿
地 、 城市绿道 、 立体绿化 、 小游园建
设 ， 见缝插绿 ， 增绿补绿 。 实施 “拆
墙透绿 ” 工程 ， 基本做到单位绿地不
设栅栏 ， 小区绿地不设围墙 。 利用城
市主干道十字路口 、 商业综合体周边
等地 ， 建设一批 “小 、 精 、 特 ” 的
“袖珍公园 ”。 推进城郊森林公园 、 环
城防护林带 ， 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 、
城市书吧等体育健身和文化休闲设

施 。 积极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森
林城市创建工作 ， 推动节约型园林建
设。

改善修复城市水生态 。 巩固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效果 ， 中心城区完成 7
条水系治理任务并保持 “长治久清 ”，
县级城市建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
积极建设湿地公园 ， 实现城市水系连
通。

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 新建 、
改建的建筑小区 、 城市水系 、 道路广
场 、 公园绿地等项目 ， 全部按照海绵
城市理念规划建设， 到 2023 年， 中心
城区和项城市 、 其他县城建成区海绵
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达到 40％ 、 20％ 。
2022 年， 中心城区创建国家节水型城
市。

实施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 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 、 钢结构建筑 ， 2022 年
底 ，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达到 70%， 政府投资和大型公共建
筑达到星级绿色建筑， 到 2023 年， 全
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面积达到

20%以上。

关键词：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加强居住社区建设 ， 积极创建绿
色 、 完整社区 。 开展完整居住社区设
施补短板行动 ， 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大
力发展线上线下社区服务业 ， 满足居
民多样化需求 。 建立党委领导 、 政府
组织 、 业主参与 、 企业服务的居住社
区治理机制 ， 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活动 ， 居民群众共建共治
共享美好家园 。 因地制宜对既有居住
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附属设施改造提

升 ， 推动绿色社区和完整社区建设 。
贯彻落实 《周口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实
施方案》， 2021 年， 全市 35%以上的城
市社区达到创建要求 ， 2022 年 ， 力争
全市 60%以上的城市社区达到创建要
求 ， 基本实现社区人居环境整洁 、 舒
适、 安全、 美丽的目标。

积极推进生活圈 、 健身圈 、 阅读
圈 “三圈” 建设。 围绕建设 15 分钟生
活圈 、 健身圈 、 阅读圈 ， 统筹布局城
市 、 组团 、 社区三级公共服务设施 ，
补齐教育 、 文化 、 体育 、 医疗 、 养老
等社区服务短板 。 发展普惠型养老服
务和互助性养老 ， 支持家庭承担养老
功能 ， 构建居家 、 社区 、 机构相协调
和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关键词：
提升城市精细化智慧化

管理水平

以开展 “城市清洁行动 ” “城市
交通畅通行动 ” 为抓手 ， 以搭建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载体 ， 加快发展
“新城建”， 推进城市管理智能化。

努力改善环境卫生和市容市貌 。
以城市出入口 、 城乡接合部 、 背街小
巷 、 农贸市场等为重点 ， 持续深入开
展城市清洁行动 。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 ， 统筹规划建设市域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 ， 积极推进厨余垃圾无害
化 、 资源化处置 ， 中心城区率先实现
餐厨垃圾单独处置。

提升城市交通综合运营能力 。 实
施 “城市交通畅通工程”， 新发展大型

住宅区 、 商业区时 ， 优先考虑公共交
通配套 ， 加大换乘枢纽 、 停靠站的建
设力度 ， 积极发展智慧公交 。 完善一
批中心城区与组团城市 （西华、 项城）
及郸城 、 太康等县城快速通道建设 ，
打通一批 “断头路”。 加快推进主干道
交通信号灯联网联控， 合理设置限时、
分时、 错时和夜间临时停车泊位。

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 。 积极
构建智能高效的城市数字管理平台 ，
完善视频监控、 城市影像信息采集车、
无人机等城市管理智能设施 。 2021 年
底前实现与省级、 国家平台互联互通，
逐步实现城市管理事项 “一网统管 ”
“一网通办”。

加快发展 “新城建”。 积极推进城
市信息模型平台 （CIM） 建设 ， 建设
拓展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等平台 ， 构建
市政基础设施 “一张网 ” 。 利用 5G、
互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技术 ，
推进 “智慧井盖 ” “多功能杆 ” “智
慧管网 ” 等智能化应用 。 培育一批智
慧化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小区样板 ，
积极实施智慧交通 、 智慧停车 、 智慧
市政、 智慧环卫等智慧化示范项目。

关键词：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

以开展 “城市体检 ” 为抓手 ， 完
善城市安全体系 ， 压实行业安全监管
责任，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

中心城区率先启动城市体检工作，
对标先进标准 ， 分析评估城市运营状
况 ， 查找突出问题 ， 制定行动计划 ，
谋划实施项目。

完善城市安全体系 。 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 提高传染
病检测和救治能力， 推进县 （市、 区）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准化建设 ， 提
升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 。 增加大
型体育场馆等场所的应急防疫救治功

能 ； 建立城市安全风险清单 ， 完善城
市综合防灾 、 地质灾害防治 、 防洪排
涝 、 城市消防等各类防灾减灾专项规
划， 统筹推进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深入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 大
力开展城市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
严格排查治理建筑工地 、 公共建筑 、
娱乐场所 、 城镇燃气 、 地下空间等场
所的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 建立以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为基础的安全生产长效

机制 ， 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

严格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项目基

本建设程序 。 完善规划许可 、 施工许

可、 质量安全监督 、 竣工验收备案等
项目手续， 消除监管缺失和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城市市政工程质量 、 安全监
督管理机构 ，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 加
强安全风险管控。

关键词：
百城提质和文明城市创

建深度融合

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为载体，
以文明创建引导百城提质 ， 以百城提
质支撑文明创建， 努力实现同步发展、
同步提升。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 围绕建
党 100 周年组织开展 “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 ” 重大主题宣传活动 ， 组织
“百年党史 ” 宣讲团巡回宣讲 ， 开展
“永远跟党走 ”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 主题演讲比赛 、
少儿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 ， 引导广大
党员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融合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 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相互促进，
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内涵， 对现有公园、
游园提升改造 ， 增添文化元素 ， 打造
“主题文化园 ”， 推动 “满城文化 ” 建
设。

抓好社区文明创建 。 积极创建绿
色社区 、 完整社区 ， 引导有能力 、 有
意愿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管理 。
积极创建综合减灾 （安全） 示范社区。
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及社区站所

建设， 拓展服务内容， 搭建实践平台，
创新志愿服务模式 ， 健全志愿服务体
系。

关键词：
以百城提质工程助力乡

村振兴

通过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 做
优做强县域经济龙头 ， 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 ，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 依托特色
优势资源 ， 优化产业布局 ， 培育主导
产业 ，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 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 吸引更多农村
人口向县城集聚 。 加快补齐县城在公
共卫生 、 人居环境 、 公共服务 、 市政
设施等方面短板 。 树立城乡一盘棋的
理念 ， 以工促农 ， 以城带乡 ， 推动县
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延伸 ， 助
力乡村振兴。 ②9

三年行动计划部分主要目标（2023年）
城市基础设施突出短板基本消除，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中心城区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7平方米，城市路网密度达到 8公里/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燃气普及率达 98％以上，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95％以上。

中心城区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8％以上。

全市完成 70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打造 15分钟生活圈、健身圈、阅读圈，让居民享受便利的公共服务。

东汉绿釉红陶卧羊尊，现藏于周口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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