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5日，初冬阳光下，虞城县城
碧水蓝天、一片祥和，一队城管队员，在
伊尹路排查乱停乱放工作间隙，到这里的
街头微型游园的石凳上小憩，看着幸福游
玩的市民，欣慰地说：“咱城建系统全面
实施‘百城提质’，创建国家园林县城，
让城建绿又靓，现在看，工作没白干，就
是苦点累点也值了。”

一年来，虞城县坚持老城改造与新
城建设并重，注重生态，完善功能，强
化建设，投资约 115 亿元，谋划实施城
建项目 54 个，涵盖公园、道路、教育、
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商业、休闲
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浓墨重彩写好

“丰绿、增水、兴业、强文”四篇文章，
稳步有序推进“百城提质”，让县城建设
实现绿又靓。

绿城世家小区的居民张春雷每天都早
早起床，到附近滨河景观带晨练。“你看
看，俺家附近这环境，一眼望去，水光潋
滟、绿树环绕、宁静幽雅，处处是景、步
步如画。”

该县注重生态，不断加大投入，见缝
插绿，“百点绿化”，启动了100个街头游
园建设，精心规划、高标准建设了人民公
园、滨河景观带、孟渚泽生态湿地公园等
大型公共休闲场所，利用路边、街头等空
闲地进行绿化建设，改善了“脏、乱、
差”现象，增加了绿量，美化了环境，满
足了市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游憩需要。目
前，城区绿化覆盖面积已达 977.43公顷，
绿化覆盖率 39.89%，绿地面积 859.1公顷，
绿地率 35.07%，人均公园绿地 13.82 平方
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81.17%。

“我们坚持以生态理念塑造城市形
象，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日前已达
到国家园林县城创建审核验收标准，园林
城创建工作得到了国家园林县城创建验收
组专家们的高度认可。”主抓城建工作的
虞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彦峰说。该县结
合百城提质、园林城创建、文明城创建，

通过精品化建设、精细化管理等举措，深
入推进园林绿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
已达到“300米见绿，500米建园”的县
城绿地均衡布局，实现了“开窗见绿、出
门进园、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城市绿
化目标。

“以前走这条路，路窄车多，路况不
好，经常堵车，让人很烦。现在这条路经
过改造提升，路宽了、通畅了，听说新建
路通往工业大道的断头路也在打通，住在
这附近，别提多方便了。”商永路南侧的
居民罗岩说。

该县坚持“补短板、强功能、增效
能、提品质、重民生”原则，把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不断完善
路网建设、改善水系环境、补齐民生设
施、开展城市亮化、推进老城改造，城市
承载力不断提升。完成了新城 18 条道
路、老城 16条道路的升级改造修复，打
通了诚信大道、至信一路、新建路、车站

路4条断头路，路网建设得到完善。投资
4.92 亿元实施城区内河综合整治，投资
1.92亿元完成老城区雨污水管网改造，投
资 1.86亿元新建第三污水处理厂，投资
1.2亿元实施城区十字河、运粮河综合整
治，水系环境显著改善。

新县医院建成投入使用，民政综合服
务中心基本建成，生态养老产业园、县高
中和中医院新址、百所公厕提升，实验学
校、木兰实验小学、明德小学升级改造及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正在推进，商
丘工学院虞城校区建设正在谋划，民生设
施逐步齐全。投资 7696万元对城区 30条
道路路灯改造升级，实现了城区亮化全覆
盖。强力实施棚户区和背街小巷改造，完
成了53条县城胡同小巷升级改造。

该县污水处理率90%，管网水检验项
目合格率和污泥无害化处理率均 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公共用水普及率
和城区道路完好率都达到95%以上；城区
供热管网铺设 80余公里，供热能力达到
160 万平方米；城区燃气管网覆盖率
88%，燃气普及率90%。

虞城县“百城提质”办公室负责人杜
秀峰说，该县不断加大城建投入，吸引社
会资本 77 亿元推进水系治理、路网建
设、民生设施、城市亮化、老城改造等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功能得到逐步完善。

“您好，店外不能摆放商品。”“请您
把电动车停放到指定位置。”“同志，您
逆行了，请调头。”……在虞城县城很多
街道都能看到执法人员耐心疏导市民的
身影。

该县重点围绕城市环境治“污”，交
通秩序治“堵”，市容卫生治“脏”，公共
服务治“差”，大力开展“城市清洁行
动”“十大行动”等综合治理，切实营造
文明、整洁、优美、健康的城市环境，持
续强化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制度，严格落
实路长制、河长制和扬尘管控制度，实施
城市清洁行动。周一和周四下午，在城区
各条街道都能够看到戴着小红帽的志愿者
义务清扫道路，帮助商户落实门前“五
包”，市民和沿街商户积极参与城市清洁
行动，形成了一条亮丽风景线。

在“十大专项”行动中，新装红绿灯
5处，清理“僵尸车”269辆，增设停车
位815个，查处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
2700起，施划交通标线 1.8万平方米；拆
除脏乱广告牌167处，规范门头广告牌匾
961处，清理落地招牌 580个，规范、取
缔占道经营 3800 余处。推进数字化城
管，投资 1000万元建成数字化城管系统
监督指挥平台，安装城区信息采集摄像头
100个，开通了微信平台、12345政府服
务热线和12319城管服务热线，采集案件
信息 4517件、办结 4403件，获得群众一
致好评。

“我们把创建国家园林县城、省级文
明城市，让城建绿又靓，不是为了拿个
牌子，而是以此为契机推进‘百城提质’
促进人居环境改善，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虞城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李昊铿锵有力地说。

注重生态 完善功能 强化管理

虞城稳步有序推进“百城提质”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于战超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12月 23日 10时至
2019年12月24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item.tao⁃
bao.com/sf_item/608093497507.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5.6e413662f87WMO，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
卖永城市永兴路南雪峰路东亚太大厦一区西单元七楼东户
704号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
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刘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3320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19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注销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终止营业并注销金融

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车站储蓄所
地址：河南省睢县湖西路南段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4月16日
批准注销日期：2019年10月28日
机构编码：E0523V34114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298347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注销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机构终止营业并注销金融

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睢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关分社
地址：河南省睢县周堂乡马关村西街路北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5月05日
批准注销日期：2019年10月28日
机构编码：E0523U341140039
许可证流水号：00585468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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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生态

本版新闻统筹 刘建谠

11 月 19 日，虞城县人民公园伊尹湖的清晨，初冬阳光洒下一地金黄，一片翠
绿，粼粼水面伴着摇摆的柳条和拍掌的乌桕，蓝天碧水、一片祥和。 金爱云 摄

11 月 14 日，以“我们的英
雄——木兰”为主题，由虞城
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虞城
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中国木兰
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首届
中国木兰文化论坛在虞城县举
办。来自河南、陕西、河北、
安徽四省的政府领导和木兰文
化研究权威学术团体及其专
家、学者、非遗传承人、从事
木兰文化设计制作的艺术家相
聚一堂，分享研究成果，就推
出木兰固定形象，构建共同的
木兰，传承木兰文化、弘扬木
兰精神深入研讨并达成共识，
签署了“中国木兰文化联盟”
战略合作协议。

王慧敏 （中共虞城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中国木兰文化
研究中心名誉副主任）：首届中
国木兰文化论坛的举办，是虞
城文化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
各地木兰文化相关机构的大
事，更是中国木兰文化研究的
一件大事，对于传承木兰文化
和弘扬木兰精神意义重大，这
必将在我们四省中间架起一座
沟通的桥梁。

刘炳强 （河 南 民 协 副 主
席、秘书长）：今天，虞城为我
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木兰文化
研究平台，让大家一起坐下
来、谈下去，就如何传承木兰
文化、弘扬木兰精神，深度探
讨，达成一个共识，在四省间
建立一个联盟，共享木兰文化
发展新成果，把中华民族共有
的木兰文化运用到当前发展上
来，做好、做大、做强木兰文
化的文旅融合发展，值得大家
努力和期待。

黄庆琳 （陕西省延安市统
战部原副部长，延安市民族宗
教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木兰书院名誉院长）：木兰是举世
闻名的中国巾帼英雄。是哪里人、真与假，已不重要。重要
的是，我们要树立大我的历史观和全球的概念，以博大胸怀
做好木兰精神传承，开展好当地不同形式、不同载体的木兰
文化传播活动，联手申报木兰传说为世界非遗，打造我们共
同的木兰，是这次论坛的核心和今后要做好的事情。

李可亭（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木兰文化研究学
者）：作为“木兰之乡”虞城，能组织这个论坛，是个开放
和务实的心态，很有意义。顺平、延安、亳州三地的领导、
专家和学者能来，也是开放的心态，如果拒绝来，坚持木兰
就是我那里的，不跟你合作、不跟你共享，你咋办呢？所以
我感觉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虞城带了个好头。这种开放的
心态值得点赞！木兰传说在各地不尽相同，但历史内涵一
样，思想精髓一致，是中国人民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充分
体现，木兰是你的、是我的，是大家的，是中国的，建议大
家联起手来，搭建一个共享平台，轮流坐庄、共同发力，完
成固定形象塑造，实现共赢。

陈建忠（河北省顺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我们相
聚在虞城，分享木兰研究成果，弘扬木兰精神。通过探讨，
我们认识到木兰精神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愿意和大
家结盟，分享研究和发展成果，把木兰精神发扬光大。

吴磊（安徽省亳州市博物馆文化馆馆长、非遗中心主
任）：对木兰文化的研究、挖掘和传承，我们亳州还处于欠
缺状态。首先对主办方虞城能邀请我们参加这次论坛并倡议
加入联盟表示感谢。木兰文化论坛主旨是共建木兰的同一片
蓝天和未来，一起打造我们共同的木兰，从这一点上讲不管
今天、明天，无论是湖北黄陂、河北顺平，还是陕西延安、
河南虞城和我们亳州，木兰不仅是各地市的，更是中国的和
世界的。通过聆听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探讨，我感觉我
们要结合当下重新站位、重新思考、重新出发，为了木兰的
明天更好地发展，要清楚论坛为了什么、今后做什么，希望
主办方能把论坛落到实处，把研究成果集结成册，转化成文
创产品、旅游产品，与旅游餐饮业形成合力，共筑木兰的美
好明天。

高南荣（采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董事长、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博士）：作为木兰故里人，我们有义务、有
责任放下争执，打破自我封锁，打造共同的木兰，我倡议：
四省市（县）携起手来维护我们英雄的形象；同心勠力打造
木兰文化研究成果共享大格局；齐心协力将国家级非遗项目
《木兰传说》联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名录；设计出木兰固定形象，早日完成《木兰从军》电视
连续剧的创作、拍摄与播出；成立“中国木兰文化联盟”，
轮流做东，将中国木兰文化论坛一年一届持之以恒办下去。

论坛上，其他领导和木兰文化专家、学者，根据自己所
在地域和不同专业素养，聚焦木兰，介绍了当地木兰文化研
究和传承发展情况，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木兰文化内涵，就打
造共同的木兰，形成“雁阵效应”达成共识，提出真知灼见
并签署了“中国木兰文化联盟”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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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教下乡’这种学区制管理模式，让我们农村学校的师
生，能听到县城优秀教师的课，如同吃上了‘教育营养餐’，
受益匪浅。”11月18日，虞城县大杨集镇中心学校校长刘世敏
高兴地说。

2018年秋季起，虞城县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探索学区制
模式对全县中小学进行管理，把全县划分为5个学区，以县教
师发展中心为轴心，以城区所辖中部学区中小学为依托，与
其他 4个学区对接，选派城区优秀教师“送教下乡”，准确传
达新时期教育教学理念，指导农村学校推进新时代学校管理
和课堂教育教学教研改革。

5个学区建立后，每个学区长有一名副局长或局党组成员
担任，同时配1名教师发展中心专司教、研、训工作的副主任
和2名局机关骨干成员配合、协调和行政工作，教师发展中心
将各学科教研员按学科分配到各学区具体乡镇中心学校开展
教研训工作。在每个学区都设立固定的中心学校为办公地
点，成立了学区管理办公室，每周在学区至少工作两天，负
责制订工作计划、建立工作台账，促进学区教研、培训、督
导、安全等工作。

“学区制”推行以来，该县教育形成了“学区自治”“比
学赶超”的工作机制和浓厚学习氛围，各学区都举办了一系
列送教下乡、随堂听课、评课，作业批改、教学设计检查，
评价方式调研，以及针对统编教材使用情况的对口帮扶、送
培到乡和学区优质课评比、技能大赛等活动。这些活动如同

“营养快餐”一样及时“快递”到各学区各学校，各项活动开
展如火如荼，内容丰富，目标明确，取得了很好效果。

“我们不光在教学上实行资源共享，还建立了安全管理共
享机制，成立了学区学科教研共同体、学区教师培训共同体
和教育教学督导队伍，建立了德育教育共同体，共创学区文
化，统一学区质量评价等。争取让所有学区实现多资源共
享，让‘快餐’内容更丰富更有营养。”虞城县教体局负责人
周熠林说。

虞城县探索学区制管理模式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完善功能

强化管理

11月17日，虞城县界沟镇界沟村村民杨天花在展示自
家的大红薯。去年，杨天花夫妇在镇里的支持下，流转土
地 80 亩，建立桃树、中药草、红薯间作基地发展特色种
植，今年大丰收。近年来，该镇探索“林药间作、粮药间
作、药药间作”模式，在全镇推广特色种植，已打造10个
集中种植区，5个专业示范村，4个特色基地，已成为当地
经济重要支柱和增长点。 刘起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