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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3 月 12 日上午，

焦赞山下彩旗招展。卫东区光华路街道程

庄村村民身穿志愿者红马甲，在取缔煤场

生态修复区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在此前的 2 月 28 日，根据“森林河南”

建设统一部署，该区四大班子领导和区委

各部委、区直各部门及光华路街道、程庄村

村民共 700 余人，齐聚程庄村开展国土绿

化集中行动，吹响了我市北部山区生态修

复攻坚战的号角。

光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根生介绍，

位于市区东北部焦赞山东麓的取缔煤场生

态修复区，原是平煤神马集团八矿的旧采

区。以前，该处有大小煤场 70 多处，存煤

30 多万吨，对山体和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

破坏。近 3 年来，卫东区委、区政府重拳出

击，采取严厉措施，全面取缔煤场，有力遏

制了环境污染行为。为有效进行生态修

复，该区邀请河南农业大学专家对此处进

行勘察和规划，根据环境和土质，选取了蟠

桃、水蜜桃等 7 个品种的桃树苗，以“春季

花漫山，夏秋月月果”为规划目标，采用起

底煤矸石、粉煤灰等废弃矿渣并覆盖黄土

的方式，全面进行土地平整和整治，分区域

立体布局栽植果树。

今年以来，卫东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开展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以涉煤货场、盗采砂石场、违规停车

场等“三场”地域植树造林为契机，开展北

部山区生态修复；坚持规划先行，把造林

与造景相结合，把生态“包袱”变为生态优

势、绿化亮点，为群众打造良好人居环境；

以东湛河、煤泥河等河道绿化为契机，打

造绿色景观，共绿化河道 6200 多米，植树

造林约 1200 亩、10 万余棵；以乡村绿化扎

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完成绿化

通村道路 33.5 公里，种植林果园 1597 亩，

村内房前屋后栽种月季、香樟、竹子、红叶

石 楠 、枣 树 、柿 树 等 花 果 树 木 23.2 万 棵

（株）。

根据《2019 年森林卫东生态建设实施

方案》，今年，该区将围绕森林卫东生态建

设目标任务，深入开展荒山造林、河道绿

化、乡村人居环境绿化、城区游园绿化和机

关、企业、学校创建活动，确保完成山区荒

山造林 1000 亩，建设市级森林乡村 1 个，努

力实现绿满卫东、绿秀卫东、绿美卫东、绿

富卫东。

“卫东区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挂图作战，攻坚克难，加快森林卫东

‘六化’建设，与城市‘双修’、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环境污染防治相结合，努力变生态

‘包袱’为绿色资源，化社会‘痛点’为民生

亮点，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的靓丽底色。”

卫东区长安保亮说。

卫东区扎实开展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绿满卫东 绿秀卫东 绿美卫东 绿富卫东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日

前，卫东区申楼街道为辖区评选

出的“美丽庭院”“和睦家庭”“最

美家庭”农户举行了挂牌仪式，

并送去奖品，进一步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向“精细深”改善。

近年来，该区把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作为推进城乡协同发展

的有力抓手，全力予以推进，着

力通过“五个全域”，高质量打造

近郊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

村。全域规划，编制美丽乡村规

划，扣好“第一粒”扣子，为全区

24 个行政村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提供规划支撑。全域绿化，加快

推进森林卫东“六化”建设，全面

推进涉煤货场、盗采砂石场、违规

停车场等“三场”生态修复。全域

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实施农村“厕

所革命”，通村公路、管网、水网建

设。全域环境卫生整治，在推进

“三清一改”的基础上，聘请物业

公司入驻全区行政村，发动群众

共同清洁家园，加强农村垃圾整

治。全域路域整治，清理道路两

侧垃圾、私搭乱建等，打造“绿美

畅洁安”的通行环境。

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工作，该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任

政委、区长任指挥长的高规格指

挥部；实行专班推进机制，区四

大班子领导联系街道、分包村，

组建专班予以推进；每周选一个

主题进行观摩，每月一评比，每

季度一奖惩。

同时，该区实施了高标准的

乡村振兴产业规划及乡村建设

规划编制工作。区域农村积极

开展清垃圾、拆违建、粉墙体行

动，共清运垃圾 1700 车，拆除违

建 5 万平方米，书写标语 970 余

条，安装墙体喷绘 580 余块，美

化墙体 16 万平方米。实施农村

道路建设工程，在去年完成 10.8

公 里 通 村 道 路 基 础 上 ，今 年 新

建改建通村公路 15 公里以上，

完善排水、排污管道铺设、绿化

等 配 套 工 程 ，加 大 农 村 道 路 养

护力度。推行乡村环卫市场化

运 营 ，引 进 河 南 同 生 环 境 工 程

有限公司，推动辖区 24 个行政

村 垃 圾 收 集 运 输 、道 路 清 扫 全

域保洁，农村生活垃圾初步得到

治理。实施乡村林果化、庭院花

园化工程，开展村旁、水旁、宅旁

等“四旁”增绿行动，推行庭院房

前屋后见缝插绿、屋顶增绿。村

庄旁河道精品绿化。聘请设计

单位对第一批纳入生态修复工

程的东湛河、煤泥河绿化规划进

行 高 标 准 编 制 ，以 乡 土 树 种 为

主，突出市花、市树。目前，煤泥

河、东湛河生态廊道精品工程基

本完成，栽植工作正在如火如荼

推进中，长达 16 公里的河道绿化

渐次开展。对山区村加快山体

生态修复，对鹰城大道、昆阳大

道、平安大道沿线已取缔煤场和

北部山区采石、取土后废弃的料

坑实施生态修复，目前完成生态

修复 1800 亩。推进“移风易俗、

树文明乡风”工程，开展文明村、

星 级 文 明 户 、新 乡 贤 等 评 选 活

动，启动建设门楼张等村家风家

训馆，实现乡村文明提升与环境

整治互促互进。

卫东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按照高标准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日前，卫东区委

书记王迎波带领区四大班子领导、各街道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区发改、工信、民

政、财政、环保、住建、农林、食药监、城管、

环卫、市场管理、规划、国土资源、公安、农

办 、四 创 办 等 部 门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一 行 65

人，赴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考察学习。

王迎波一行先后到峰峰矿区北部新区

规划展馆、清泉公园、南响堂山整治绿化、

响堂水镇等地，实地参观学习城市管理、矿

区生态修复、荒山造林绿化、老旧小区改

造、双违整治、街景整治、乡村振兴等工作。

考察中，王迎波一行详细听取了解峰

峰矿区城市总体规划、基础设施、生态建

设、煤田沉陷区治理以及特色小镇规划建

设总体思路、投融资模式、工作机制和建设

成效等情况，并就有关工作经验进行深入

学习交流。

3 月 8 日上午，王迎波主持召开赴河北

邯郸峰峰矿区考察学习座谈会，交流学习

考察成果。会上，区四大班子领导和各责

任单位负责同志，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进行

交流发言，谈考察感受、经验启迪，对标先

进查找问题不足，明确改进措施和下一步

工作打算。

会议指出，这次学习考察是贯彻落实

市委“两学两比两争”要求，主动向先进对

标学习的一次具体行动。通过参观考察感

受到了峰峰矿区在城市规划建设、生态修

复、人居环境改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方面

敢想、善谋、敢试、敢争先、敢担当的开拓创

新精神，既学习了经验，也开阔了思路，促

进了思想工作的提高。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考察成果转化为

促进发展的动力，对标先进找差距，认真查

找思想观念、工作标准、干事作风等方面的

差距，努力在思想解放、谋划规划、研究政

策、探索创新、攻坚克难、实干奉献上向先

进看齐，做到学有所想、学有所悟。要创新

思路细谋划，围绕我市发展大局和卫东区

“三区建设”目标任务，坚持以党的建设为

统领，以项目化为抓手，在深入研究区情实

际的基础上，统筹谋划好各项工作，重点抓

好产业发展、百城建设提质、基础能力建设

等发展规划，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

度，尽快补齐发展短板。要担当实干抓落

实，把市委“两学两比两争”要求贯彻落实

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突出一个“干”字、

落到一个“实”字、发扬一个“拼”字，进一步

增强一抓到底的韧劲，落实好一线工作法，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思想大解放、工

作大提升、发展大迈进。

卫东区考察团赴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学习考察

对标先进找不足 改进措施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日

前，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上，到处是志

愿者忙碌的身影。当天，“争当

红装志愿者 争做鹰城活雷锋”

卫东区志愿服务主题月活动启

动仪式在此举行。

在活动现场，来自该区五一

路街道的志愿者尤霞云、王爱花

自上午 8 点起就开始为老人理

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已为近 20

位老人理好了发。“现在国家政

策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得劲，

都享着共产党的福哩，就应该多

做点好事、善事！”今年 66 岁的王

爱花说，她和尤霞云两人经常上

门到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

为老人理发。

“低压 90（毫米汞柱），高压

130（毫米汞柱），低压偏高，平时

要注意多锻炼，经常散步或游泳

等，饮食要清淡……”市交通医

院志愿者在为一位居民量过血

压后建议道。

在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

发出了“争当红装志愿者 争做

鹰城活雷锋”活动的倡议，号召

志 愿 者 以“红装志愿服务队”为

载体，全力开展四城联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百城建设提质、环保

攻坚、雷 锋 精 神 和 志 愿 文 化 宣

传 教 育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以实际

行动掀起自觉践行志愿服务精神

的热潮，让红马甲“红遍”卫东。

在志愿服务主题月活动中，

该区各街道、各单位正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推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在全区蔚然成

风。3 月 12 日上午，该区商务局

志愿服务队来到焦庄村，开展植

树志愿服务活动，助力卫东区生

态建设。当日上午，该区东工人

镇街道在吕庄村开展新春公益林

植树活动，为吕庄村再添新绿。

卫东区志愿服务主题月活动启动

让 红 马 甲“ 红 遍 ”卫 东

门楼张清代民居建筑群，位于卫东区

蒲城街道门楼张村中部，是清代康熙十五

年叶县恩贡张元修及其后代用几十年的

时 间 修 筑 而 成 的 ，距 今 已 有 300 多 年 历

史。古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其规

模为我市独有、全省罕见，具有较高的历

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是我

省目前保存保护较为完好的古村寨之一。

2008 年 6 月，门楼张清代民居建筑群

被省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该建筑群坐北朝南，南北长 157 米，

东西宽 57 米，占地面积 8949 平方米，由 3

个并排而又独立的五进四合院组成，共 15

个院落 60 多间房。每个院落自南向北依

次为门楼、客院、主院、厨院、粮院、牛柴

院，院内尚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家具、农

具及日用品等。房屋建筑属于单檐硬山

式砖木结构，房顶多有五脊六兽、鸡翎等

脊饰，古朴典雅、造型精美，反映了清代官

宦家庭民居特定的审美文化和建筑风格，

属于典型的中原民俗风格村庄建筑。现

有门楼、楼房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木雕、

砖雕、石雕，其用料精细，造型栩栩如生，

透露出主人崇文尚礼、清廉忠实、治世发

家的思想，不失为一组清代民间雕刻的艺

术珍品，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

值，是目前研究明清中原地带建筑发展历

史、建筑科学、建筑艺术以及政治经济、文

化艺术的实物证据，也可作为现代建筑设

计和创作的实物借鉴。

据门楼张张氏家谱记载，先祖张应夏

与家眷自山西洪洞迁移至此。据史、志、

族谱等文献记载和众多专家学者调查考

证，洪洞大槐树移民多为有组织的官方移

民，始于金初天辅年间（1117-1123），延至

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历经金、元、

明、清 四 个 朝 代 ，时 间 跨 度 达 600 余 年 。

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祭祖园姓氏档案和洪

洞大槐树移民研究会《洪洞大槐树移民后

裔家谱》中，有张氏家谱等 400 多个姓氏

的记载。清代顺治初年，因连年战争、兵

荒马乱，河南多处“站高峰不见炊烟”，清

政府便从山西往河南移民。张氏先人就

是那时迁居于此地。

张氏家族后来以其子孙张元修、张维

汉、张振汉、张兴汉等为贵，富贵发达，家

业兴旺，使宅院逐步发展成为有规模、有

气魄、有层级的古建筑群。张应夏和他的

儿子张行可等一家人定居后，开荒种田，

辛苦劳作。后来，张行可被地方政府选为

小吏，来管理迁移的汉人。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张家家业逐渐富

足，子孙教育初见成效。清康熙十五年

（1676），张行可的儿子张元修获恩贡，入

京为官。后来，张元修获康熙皇帝赐金匾

“职伦德恩”，有地千顷，从此家业兴旺。

当年门楼张东门楼上悬挂的“千顷牌”还

在，只是字迹已模糊不清。据张氏家谱和

碑文记载，张元修的儿子张环极有 3 个儿

子，长子张维汉、次子张振汉、三子张兴汉

均 为 监 生 ，张 振 汉 被 封 为 郡 马 ，在 朝 为

官。在张振汉获封郡马后，张家获准建造

张府，立旗杆、修祠堂、修坟祭祖，从此门

庭若市，访客络绎不绝。

张维汉后人张朝俊在原张家会客厅

发现的石门礅上便有“张振汉”的名字，上

边还刻有“公元 1695”字样。由此可见，张

家宅院于 1695 年建成，此后会客厅便成

为迎接各方来宾的重要场所。张家 3 处

宅院自东到西依次为张维汉宅、张振汉

宅、张兴汉宅。后来，张家人因“高大的门

楼”将村名叫作门楼张，这个名字一直沿

用至今。 （田秀忠 整理）

图为现存门楼张清代民居建筑。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摄

门楼张清代民居建筑群

3 月 9 日，卫东区雷锋小学

120余名师生来到该区光华路街

道辖区取缔煤场生态修复区植

下“雷锋林”，为建设美丽鹰城出

一份力。

当天，光华路街道出动大型

机械 2台，运输车 3辆，平整土地

50余亩，为孩子们植树做好后勤

保障。孩子们共种下200多棵小

树苗。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摄

3月 8日，卫东区东安路街道

安培社区居民在用鲜花制作花篮。

当天，该社区组织开展了庆

祝三八妇女节“创意手工制作”

活动，60多名女士完成了自己的

花艺作品，丰富了女同胞的精神

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