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淮阳阳龙龙湖湖入入选选河河南南省省首首批批美美丽丽河河湖湖优优秀秀案案例例
������本报讯（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曹
永来）近日，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公布
首批美丽河湖优秀（特别、提名）案例
名单，淮阳龙湖成功入选优秀案例。

淮阳龙湖， 水域面积 16483 亩，
因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在此湖

畔定都，以龙纪官得名，俗称“万亩龙
湖”， 现如今仍保持着西周时期最原
始的自然风貌， 有 “天下第一湖”和
“中原明珠”的美誉。随着周口市淮阳
区的不断发展，龙湖周边人口大量增
加，居民生活污水直排龙湖，龙湖水
质受到污染，湿地生态遭到破坏。 为
再现 “彼泽之坡 、有蒲有荷 ，彼泽之
坡、有蒲有茼”的龙湖自然风光，周口
市通过立法保护、规划控制、科学治
污、生态修复、规范管理、全民共治等
一系列措施， 擦亮龙湖绿色生态底
色 ，谱绘出一幅 “水城共融 、人水和
谐”的生态文明画卷。

淮阳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龙湖
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区委书记张建
党、区长王献超对龙湖生态保护工作

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
环节亲自协调，成立了高规格的龙湖
管理机构，组织编制了《龙湖总体规
划 》《龙湖片区概念性总体规划 》和
《龙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颁布实
施了《周口市龙湖保护条例》；启动了
总投资 12.04 亿元的龙湖湿地生态
保护和综合治理项目， 围绕水环境、
水资源、水生态、水文化、水管理及公
众参与等 6 大项 26 小项评定指标进
行查漏补缺，生态环境、宣传、水利、
住建、城管、农业农村、龙湖保护中心
等相关部门联动，形成合力，积极参
与湖体清淤治理、 湖边截污纳管、生
态湿地修复、 环湖环境治理等工作，
将创评活动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淮阳区将龙湖划定一级、二级保
护区，落实最严格的保护制度，设置
生态监测点 4 个， 鸟类监测棚 2 处，
生物多样性监测样区 8 处等，对龙湖
湿地面积、季节水位变化、动植物种
类、种群数量和水质的影响进行全面
实时监测，及时掌握龙湖生态环境保

护一手数据。 全域实施 “三退三还”
（即退房还湖、退塘还湖、退耕还湖）
工作，累计拆除湖边违章建筑 102 万
平方米， 内湖周边居民外迁 3100 余
户，清理非法水产养殖点 45 个，清理
垃圾 15 万立方米，退塘还湖 539 亩；
同时，实施龙湖湿地生态保护和综合
治理项目，新建污水管网 12 公里，高
标准建设龙湖·苏花园公园、 内外环
湖公园，种植各类花草树木，打造龙
湖生态景观带。

该区采取“统一放养、统一管理、
统一捕捞”方式，规范渔业管理；龙湖
保护中心加大巡查力度，严禁私人无
节制乱捕乱钓， 防止破坏生态平衡；
实施底泥清淤、生态保护、滩地改造，
坡岸修护、文化景观等项目，为多种
湿地植被、水生植物、水生鸟类创造
适宜的生存条件，现湖区有植物 280
种、动物 156 种，每年在此停歇和越
冬的水鸟有 20 多种， 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达 9 种。 开展龙湖荷花补
栽，扩大龙湖湿地植被面积，恢复水

域生态机能；对与龙湖相连的 5 条城
市内河进行综合治理， 做好季节性引
水补源，每年引水 1000多万立方米，确
保龙湖水域面积不低于 7 平方公里，
水位不低于海拔 42米，守住了龙湖生
态保护红线， 提升了龙湖湿地自净能
力。

历史上，龙湖曾是屡遭黄河侵入
的滥觞之湖、沉积之湖；现如今，通过
系统综合治理和自然生态修复，总体
实现了“水清、岸绿、生态美”，湖水水
质稳定达到国家地表水Ⅳ类标准，也
变成了驰名中外的生命之湖、灵动之
湖、旅游胜地。 淮阳龙湖生态保护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成功实践，诠
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也为北方缺水地区美丽河湖保护
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 可复制的经
验。

“水清岸绿荷露头，生态龙湖更
宜游”。 淮阳区正凭借良好的生态环
境，做优做足龙湖“大文章”，积极申
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办好“一节一会”，打造旅游
文化品牌，让水域生态成为拉动当地
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

出彩淮阳 添彩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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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谋划淮阳区经济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徐亚磊 李格格）12 月 26 日上午，周
口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 淮阳
区委书记张建党主持召开淮阳区

分组讨论会，区长王献超出席会议。
区领导吕振龙、李启明、王彬、王晖、
帕尔哈提·阿布力提甫、 郭诚等参
加分组讨论。

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既以习近平经济思

想为指引， 又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统领；既对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又结合周口
实际情况；既立足当前发展，又着眼
长远谋划，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引领
性、指导性，对于锚定“两个确保”、
加快实施“十大战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周口， 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

大家一致认为， 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必须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突出做
好稳增长 、稳就业 、稳物价工作 ，
进一步激活存量 、扩大增量 、抓好
变量 ，以全面 “稳 ”保障全年 “进 ”，
以 “进 ”的成效厚植 “稳 ”的根基 ，
力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 。 必须坚持 “信心百倍 ”的

好心态。 既要看到压力，又要看到
发展机遇 ，要坚定发展自信心 ，增
强工作主动性 ，抢抓发展新机遇 。
必须坚持 “真抓实干 ”的硬作风 。
以 “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意识 ，
敢担当 、善作为 、察实情 、出实招 ，
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用在抓发

展 、促改革、保稳定上，创造性抓好
工作落实， 不断以新气象新作为推
动淮阳经济发展进入 “上升期”、驶
入“快车道”。

大家一致认为， 将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统领， 深入学习贯彻市委
五届三次全会、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 ， 把智慧运用到落实会议精
神上来 ，把力量集聚到市委 、市政
府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 ，着
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 、 工业产业
升级 、营商环境优化 、城乡融合发
展 、 生态环境保护 、 文旅融合发
展 、民生保障改善 、风险防范化解
等工作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
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 、 更加有力
的工作举措 ， 奋勇争先 、 奋发有
为 、奋力赶超，在建设“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中作出积极贡献，在建设
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市上展现淮阳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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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 在河南
瑞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自动化的生产线
在飞速运转。 近期，淮阳
区各企业抢抓时机，铆足
干劲忙生产，开足马力赶
订单 ， 加快推进生产进
度。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李文武 摄

用爱守护生命 用心呵护健康
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叶松

人们说起医院 ICU 病房， 总是
伴随着担忧 、悲伤 、绝望 ，仿佛这是
一个充满死亡气息的地方， 随时可
能会与死神擦肩而过。 但是，如果你
经历过舍生忘死的抢救， 见过一个
个“生命的奇迹”，就会觉得 ICU 的
一切都那么让人感动！

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自 2013 年开科以来 ，科室时常会
收治到 “无家属 ”病人 ，每当遇到
这样的病患 ， 科室总会无条件给
病人看病 ， 医护人员更是自掏腰
包给病人买饭及生活用品 。 多年
来 ， 他们把不计其数的病人从死

亡的边缘拉回来 ，获得群众的一致
赞誉。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每每
遇到险情，总有周口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的身

影。 2020 年初，疫情肆虐全国，该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张卫华第一时间

写下请战书，支援医院发热门诊。 武
汉疫情严重时，需要抽调重症医学科
医护人员， 大家纷纷第一时间请战，
最终主管护师宋静文和主治医师刘

晓东前去支援湖北省人民医院。2021
年，无论是扶沟疫情防控一线，还是
各地高风险区域，都有他们忙碌的身
影。

近期， 随着新冠阳性病人的增

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该院重症医
学科开始分区收治新冠阳性急危重

症患者。 面对阳性病人激增的情况，
部分医护人员出现了焦虑、恐惧的心
理，但是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一个也
没有退缩。重症医学科主任高维义通
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知识，耐心安抚
大家的情绪。 同时，高维义与护士长
24 小时坚守一线， 陪大家一起在病
区吃住，督导大家做好防护。

尽管防护措施到位，但面对众多
阳性患者 ， 科室医护人员相继感
染 。 医院本着 “以病人为中心 ”的
理念 ， 要求医护人员不得以任何
理由拒收危重病人 。 由于人手严
重不足 ， 许多医护人员不得不带

病上岗 ，主管护师孙蒙 、护士李思
雨高烧不退 ，仍坚持工作在一线 。
科 室 主 任 高 维 义 、 护 士 长 张 卫
华 、主治医师胡玉强 、主治医师
康华超 、主治医师段利伟 、主治医
师张元元 、住院医师任光磊 、主管
护师赵庆护都带病坚守在工作岗

位。 护师刘霄涵等 5 人值夜班，有 4
人高烧 39 摄氏度以上。大家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医者的使命和担当。

面对当前疫情新形势， 周口市
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护人

员慎终如始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
至上 ,不断提升救治服务水平 ,以最
充分医疗救治准备全力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善心如涌泉 爱心再接续
区妇联

������本报讯（记者 侯俊豫 ）为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积
极响应省委、市委、区委关于开展
“关爱你我他 （她）·温暖千万家”
活动的号召， 帮助受疫情影响群
众解决急愁难盼问题，近日，淮阳
区妇联再次开展 “关爱你我他
（她）·温暖千万家”巾帼助农促销
活动。

当天日上午 ， 区妇联主席
张健带领巾帼志愿者和爱心企

业河南省霖海服饰有限公司负

责人袁申申 ， 来到鲁台镇蔡河
口行政村任楼村的菜地 ， 帮助
菜农进行采收 、打包等 ，集中采

购白菜 5000 余斤，并把这些白菜
送到了霖海服饰公 司 ， 免 费
分发给员工 。 此次活动既帮
助菜农解决了蔬菜销售难问题，
又为辛勤工作的员工送上了关

爱。
善心如涌泉，爱心再接续。淮

阳区妇联将持续深入开展 “关爱
你我他 （她 ）·温暖千万家 ”巾帼
助农促销活动 ，做好爱心企业 、
爱心商超对接工作 ， 传递助农
爱心 ，为群众纾困解难 ，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
感， 确保活动落实落细、 见行见
效。

守好网格小阵地
筑牢安全大防线

安岭镇

������本报讯（记者 侯俊豫）为进一
步加强农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安岭镇以“排查细、宣传实、入
户勤”为重要举措，动员全镇 396 名
网格员积极参与，对辖区内农村房
屋进行地毯式摸查，及时消除农村
自建房重大安全风险隐患。
安岭镇严格按照“不漏户、不漏

房”的原则，进家入户，逐一走访排
查各隐患区域。 排查中，网格员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利用自身 “人
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对各自网
格区域内的自建房屋的建筑时间、
建筑结构及是否用作经营等情况

信息进行详细登记，对发现的安全
隐患立查立改 、边查边改 ，确保不
漏一栋、不落一户。

运用网格化管理模式， 充分发
挥网格员立足基层，服务群众的优
势 ，做好宣传引导 ，运用微信群等
载体，大力宣传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和安全知识，引导群众如实提
供有关信息数据，主动配合落实排
查工作要求，呼吁村民们自觉做到
不私搭乱建，增强安全意识和责任
意识，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

本轮农村自建房隐患排查整

治，安岭镇共排查房屋 17362 栋，其
中经营性自建房 407 栋； 发现安全
隐患 318 处，立行立改 291 处，拆除
16 处。 通过排查整治，有效增强了
广大村民的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了
安全工作人人参与、人人重视的良
好社会氛围。

全力推进 5A级景区创建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陈振波 李格格）12 月 24 日下午，淮
阳区召开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
指挥部第三十二次例会。 区委书记
张建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
区政府副区长王彬主持会议。 区伏
羲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管理委员

会主任王力通报了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创建省级评估反馈意见责任

清单。
会议指出， 中华太昊伏羲始祖

圣地旅游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市委 、市政府有要求 ，淮阳人民
有期待，区委、区政府有责任，涉及
的部门有任务，要坚决扛牢创建责
任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全面提升
软硬件水平 ，确保创则必赢 、创则
必成。

会议要求，要聚焦问题，强化整

改提升。 各有关部门要把问题责任
化、台账化、清单化，责任到人、精准
施策，查漏补缺、剖析根源，对存在
问题逐项研判，确保彻底解决。要聚
焦服务，加快业务培训。景区运营公
司要开展多轮次服务技能培训，做
到工作流程标准化、 业务培训流程
化、技能训练专项化；要注重引进旅
游人才，加快培养优秀导游、运营管
理等紧缺人才， 持续提升景区服务
管理水平。

会议强调，要聚焦周边，优化景
区环境。 要进一步加大景区周边环
境整治力度，紧盯薄弱环节，对照评
分标准，力求常态长效，为景区高质
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聚焦落实，
严格督导问责。 要全方位落实落细
工作责任，严格督导检查，确保如期
高标准完成各项创建任务。

爱老助老有温情 政务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鲁
凯娜 文/图） 树敬老之风， 传关爱之
情。 为进一步优化对老年人的政务服
务，切实为老年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近日，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
在淮阳市民中心一楼大厅内设立了

“老年人服务专区”（如图），并安排专
员，为老年人提供细致、周到、便捷的
政务服务 ， 让老年人办理业务更便
利。

他们梳理了老年人常办的医保、
社保等高频事项，为老年人群体提供
咨询解答、协助填表、复印打印、引导
帮办、 代办、 辅助自助办理等全流程

“一对一”服务。 同时，丰富完善“老年
人服务专区”服务功能，为老年人配备
保温茶壶、一次性纸杯、老花镜、应急
医药箱、沙发等设施。 服务上，工作人
员更加耐心细致， 切实解决老年人办
事中的疑虑。

群众工作无小事， 便民利民暖人
心。下一步，淮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中心将不断丰富完善 “老年人服务专
区”服务内容，及时汇总解决老年人的
办事难点堵点问题， 做实做细各项优
化服务老年人的措施， 切实解决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办事难、办事烦问题，让
政务服务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做好顶层设计
健全机制强推进

做好监测预警

强化措施综合治

做好生态修复

标本兼治重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