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叶缓扫”彰显城市管理智慧
□刘猛

不知从何时起，商贩占道经营、
城管不当执法等由此引发的社会矛
盾， 让城市管理俨然成为一个负面
的热议话题。 破解城市管理难题，关
键是在人情与法理之间找到平衡
点， 在创新城市治理中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虽已立冬，但秋意未尽。据媒体报
道，全国多座城市开启“落叶缓扫”模
式，在选定区域保留落叶景观，延长秋
日美景，方便市民游客亲近自然。落叶
不仅是自然景物，更是季节更迭的见
证者，“落叶缓扫”留住的是人们对秋
天的眷恋， 在城市的活力与秩序之
上，能增添一份自然的野趣。

“落叶缓扫”并不是意味着不扫，
而是有选择性地进行养护清扫，在不
妨碍城市文明形象的同时满足群众

的合理化诉求，做到只见风景，不见
脏乱。 中国哲学中讲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归根结底是要保持人与自然环
境的和谐统一，一些城市对落叶“手
下留情”的背后，未尝不是一种顺应
自然的城市环境管理思路。

从追求“看不到一片落叶”，到现
在“落叶缓扫”，是城市治理观念的嬗
变， 也是治理能力的提升。“落叶缓
扫” 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精细化、灵
活化的管理， 比一扫了之更加费心。
城市管理既是一座城市的“面子”也
是“里子”，“落叶缓扫”模式是城市温
情与自然之美的和谐共鸣，期待这样
的柔性管理成为常态， 在留住美景、
诗意的同时，让我们的城市多些人文
韵味。 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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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记者 张毅力

河南省周口市，地处“燕赵江楚之冲，秦晋淮泗之道”，沙河、颍
河、贾鲁河交汇于此，形成沙颍河黄金水道。 冬日的沙颍河，碧波荡
漾。 “河南第一大港”周口港便坐落于此，不断有大型货船靠岸。

近年来，周口立足“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发展定位，大力发
展内河航运、做强临港经济，逐步成为中原地区对接长三角的桥
头堡、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在 10 月 30 日举行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系列
主题周口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周口市委副书记、市长詹鹏介绍，周
口抢抓国家支持内河航运加快发展、河南省支持“两河两港”建设
的机遇，已建成 8 个规模性港口作业区、97 个泊位，开通 32 条国内
外集装箱航线。 目前，周口市以创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为载体，积极构建以周口中心港为龙头的“1+9”港口体系，着力打
造枢纽经济先行区，奋力建设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市。

建设中原出海新通道
在周口中心港向东 10 余公里处的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机

械轰鸣，塔吊林立。 河南交投港航周口港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维
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 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是河南内河航运
“11246” 工程的龙头项目和标志性工程。 作业区规划建设 22 个
2000 吨级集装箱泊位，目前正抓紧推进一期工程建设，预计明年
建成投用 13 个泊位，集装箱年吞吐能力可达 100 万标箱。 二期工
程计划于 2026 年建成，届时将实现 200 万标箱的年吞吐能力。 随
着这些项目逐步推进， 周口港将成为河南乃至淮河流域规模最
大、靠泊能力最强的内河港口，为中原出海新通道建设提供便利
条件。

历史上的周口曾是航运发达、商贸繁荣的内陆码头，但随着
沙颍河河南段的航道断航，航运逐渐被陆路运输取代。 河南省和
周口市各级政府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快构建中原出海新
通道。 2023 年，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内河航运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补齐内河航运短板，提升港口服务能级，
打造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构建安全畅通 、绿色经济 、智能高效
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 今年 1 月，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周口港中心港区总体规划》提出，将周口港中心港区打造成为
港航基础设施和航运技术装备一流的现代化、智能化、专业化内
河航运大港。

沙颍河在周口境内全线长 162 公里，从周口港出发，向东汇
入淮河，过洪泽湖，进京杭大运河；向南汇入长江，达南京、上海等
港口；向北则至江苏连云港港、大丰港等，周口可凭此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通江达海。

“近年来，沙颍河航道疏浚、桥梁改建等工程持续推进，航道
通行能力大幅提升。 ”詹鹏说，为了增强运力，周口正全力推进沙
颍河周口至省界航道提升工程。该工程全长 89.4 公里，完工后，航
道宽度将增加 10 米、拓宽至 60 米，通航能力由每年 5000 万吨提
高到 1 亿吨，实现运力倍增。

塑造临港经济新动能
周口港的复兴，不仅带来航运业繁荣，更推动临港经济快速

发展。 周口以周口港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初步形成以港口
为中心的特色产业集群。 当前，周口临港开发区已集聚生物化工、
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现代临港物流四大临港偏好型产业。周口引进益海嘉里、
娃哈哈集团、五得利面粉集团、山东鲁花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为周口经
济增长打造新引擎。

在益海嘉里（周口）现代食品产业园一期中央厨房项目，记者实地感受到
企业生产的高效率：40 分钟，1 条流水线能生产 4000 份米饭；8 条流水线同时
工作，能提供 3.2 万份米饭。 该产业园正布局“从源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
打造中原最大农产品综合加工企业集群。

据悉，益海嘉里（周口）现代食品产业园规划占地面积约 2800 亩，计划总
投资超 100 亿元。 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超 260 亿元，可提供 3000 个就
业岗位。

“我们是被周口的水运优势吸引来的。 ”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韩霞说，周口的公铁水运非常便捷，工厂所需的大豆通过水运，大约能节
省 30%的运输费用。 另外，周口是河南小麦、玉米主产区，许多原材料可就地取
材。 公司到周口发展，有利于将当地的粮食优势、农业优势转化为现代产业优势。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周口港的复兴与临港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周口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

了有力支撑。
吕维前介绍 ，周口港已开通至太仓港 、淮安港 、连云港港 、大丰港 、上海

港等国内集装箱航线 ，以及至美国
洛杉矶长滩港 、 非洲加纳特马港 、
印度蒙德拉港等国际集装箱航运
通道 。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抵达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1 月 17 日电
（记者 陈威华 马峥）当地时间 11 月 17
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
里约热内卢， 应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卢拉邀请，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加里昂空军
基地时，巴西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巴西空军号手吹号致敬， 礼兵分列红
毯两侧。

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 向巴
西政府和巴西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
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我曾 4 次到访巴西，
亲眼见证了巴西近 30 年来的发展变
化，再次踏上这片热情的土地，我倍感

亲切。 中国和巴西是志同道合的好朋
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作为东西半球
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巴虽然远隔重洋，
但彼此吸引，遥相呼应。 近年来，两国
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务实合作硕果累
累，人文合作多点开花，传统友谊焕发
出新的时代生机， 在国际上共同发出
全球南方的正义声音，（下转第四版）

“活珠子”成就大产业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杨卫杰 王旭

一枚鸡蛋能干啥 ？ 煎 、炒 、蒸 、
煮……当然 ，还能孵小鸡 。 以上这
些众所周知 。 然而，郸城县汲水镇小
段庄行政村草章寺村的章太兵和妻
子刘小忍却发现了新商机，他们把鸡
蛋在 38.6℃的温度下孵化 16 天 ，变
成“活珠子 ”，烹饪后口味更佳 ，且富
含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 就这样，
夫妻俩从走村串巷的小商户，变成了
一天能加工 10 万只“活珠子”的现代
化企业大老板， 带动 100 多人就业、
1000 多人致富，将“活珠子”生意做成
了农业强市建设中带动群众致富的

大产业。
鸡蛋在一定温度下即将孵化出

一个生命但又没有完全成形时，小鸡
的头、翅膀、脚开始发育，这种亦鸡亦
蛋的孵化物在透视状态下形如活动
的珍珠，故称“活珠子”。

今年 57 岁的章太兵和刘小忍是
普普通通的农村夫妇。 20 多年前，为
了补贴家用 ， 他们两口把自家母鸡
下的鸡蛋孵化成小鸡在市场上兜
售。 看到卖小鸡比卖鸡蛋利润高，他
们便开始走村串巷收鸡蛋 ， 再用水
床孵化法把鸡蛋孵化成小鸡。 “那时
候孵化真是不分白天黑夜 ， 两个小
时就得测量一下水床的温度 ， 还得

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样翻动 。 活儿虽
然不重 ，但是熬夜折腾人 。 ”章太兵
说，在孵化小鸡的过程中 ，总有一部
分鸡蛋孵化失败成为 “活珠子”。 刚
开始，他们把 “活珠子 ”煮着吃 、炸着
吃，吃腻了就卖给街上的饭店 ，也能
赚些钱。

“后来我意识到，卖‘活珠子’虽然
利润低一点 ，但是比起孵小鸡 ，省事
又省心。孵小鸡需要 21 天，怕冻着、摔

着、碰着，孵‘活珠子’只需要 14 天至
16 天，不用担心磕碰。 于是，俺就改行
卖‘活珠子’了。”章太兵说，没想到，这
一小小的改变，竟然为他们带来了意
想不到的收益。 随着“活珠子”生意越
做越大，他们带动了周边五六个养鸡
场的发展。

然而 ，章太兵夫妇深知 ，要想将
这一事业做大做强，仅凭他们俩的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 （下转第二版）

推推进进““七七个个专专项项行行动动”” 率率先先建建成成农农业业强强市市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
研究“万人助万企”、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张建慧主持并讲话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王晨） 11 月
18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
文章精神，研究 “万人助万企”、生态
环境保护、信访、公安等工作。 市委书
记张建慧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广东珠海市驾车冲撞行
人案件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
取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持刀伤人
案件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压紧压实责任， 强化重点部位防控，
加强车站、学校 、医院 、广场 、商超等
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范，严密社会
面整体管控 ， 确保一旦出现突发事
件，当机立断、快速出手 、有效应对 ，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要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深化 “三
零”平安建设、“四治”融合，最大程度
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

芽。 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
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加强人防、技防
力量保障，巩固提升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安全管理格局，确保社会大局安
全稳定。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文章《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
把就业当成民生头等大事来抓，科学
制定“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培训
计划，持续完善落实各项就业政策措
施，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 ，加快建
立就业供需信息对接平台，切实做好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妇女
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塑造素质
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
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更好实现高质量
充分就业。

会议听取全市 “万人助万企”活
动推进情况汇报 ， 强调要坚持以群
众需求和便民利企为导向 ， 充分发

挥企业投诉中心作用 ， 常态化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网上问卷调查 ， 及时
分析研判解决企业诉求 ，做到 “无事
不扰 、有诉即办 ”。 要充分发挥好企
业家学院作用 ， 持续开展企业家网
上培训 ， 及时向企业精准推送惠企
政策，推动建设高素质企业家队伍 。
要加强培育链主企业 ， 支持企业加
快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升级步
伐，推动更多产业产品进入中高端 、
成为关键环。

会议听取全市近期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生态惠
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坚持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 ，
加强方法和机制创新 ， 持续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推
动我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会议听取全市近期信访工作情

况汇报 ， 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用好“三联三化”网格化
管理体系 ，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基层
基础，积极搭建对话平台 ，畅通群众
信访渠道，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坚决打
击非正常上访缠访闹访违法行为。 要
聚焦“双拖欠”专项治理等重点工作，
下大气力解决好信访突出问题和共
性问题 ，推动信访问题 “案结事了 ”，
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听取全市公安工作情况汇
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为
根本遵循 ，按照中央和省 、市的部署
要求， 不断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持
续强化公安队伍能力建设，全力维护
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推动我市
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①6

������初冬时节， 周口中心城
区的各类树木渐变出焦糖、
棕褐、金黄等多种颜色，把城
市装扮得五彩斑斓， 仿佛是
大自然在肆意挥洒色彩，尽
显独特魅力。 图为周口大道
沿途色彩浓郁，美景如画。

记者 沈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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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茸撑起群众“致富伞”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单东 付留兵

初冬，寒风渐起，可淮阳区白楼镇
大郝村的林地里却是热闹非凡，一片
丰收的欢腾。 11 月 15 日，记者走进这
片林地，只见一颗颗饱满的赤松茸探
出了头，村民们穿梭其间 ，忙着采摘
这些宝贝，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瞧瞧 ， 这赤松茸长得多喜人
啊！ ”河南省贸促会驻村第一书记韩
庆援从村民陆秀平抱着的筐子里 ，
随手挑了几颗刚摘的赤松茸给记者

看。 这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大
郝村“一村一品 ”发展特色产业的生
动实践。

赤松茸被称为“菌中之王”，具有
较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种植赤松茸
对湿度、温度和光照都有要求。 去年，
大郝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淮阳区培
良种植合作社联手，试着在林地里种
植赤松茸， 没想到一下子就成功了。
今年，他们再次合作 ，还拉上周口市
星露农业有限公司，把种植面积扩大
到 150 亩，给乡村经济添了把火。

“今年雨水足，林子湿，赤松茸长
得慢了点，但品质是一等一的好。 ”星
露农业有限公司的技术员李宏边指
导村民采摘边说 ，“现在 ， 每天能摘
1000 多斤，再过一阵子，产量还会增
加，到时候需要 150 人来采摘呢。 ”

看着村民们忙活的样子，大郝村

党支部书记郝家波心里暖洋洋的 。
“林下种赤松茸， 把闲置的林子盘活
了，还给村民带来了就业机会。 现在，
百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
一个月能多挣 3000 元。 ”说起产业发
展和村民增收，他满脸自豪。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