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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河汤汤，历经沧桑亘古不变，川流千年。

古城汝州，文化厚重人杰地灵，绽放新姿。

汝州市因北汝河贯穿全境而得名，是汝瓷之乡、曲剧故里。漫步汝州街头，车来车往却不拥挤，绿化苗木绿荫浓郁，穿插在绿化带内的庆国庆造型花坛为秋色点

燃绚丽。城在林中，路在绿中，好似一幅绿色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汝州市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绿色、生态为主题，聚焦建设山水宜居绿城的目标，大力实

施全域国土绿化工程、生态水系连通工程、公共服务完善工程，着力打造山水相依、绿满城郭、生态宜居之城。汝州市成功创建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市，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汝州：奋力书写山水宜居绿城建设新篇章
做好“绿城”文章
建设绿色城市

9月的汝州，绿树成荫。驱车行驶在广成东路，

只见两侧各百米宽的绿色廊道内，雪松、广玉兰、法

桐亭亭玉立，黄色的金盏菊、红色的月季等竞相开

放，争奇斗艳，植物种类多达92种。经过3年多的提

升改造，这段全长 10.9公里的生态廊道景观效果已

经呈现，成为汝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汝州，像这样的生态美景随处可见。近年

来，汝州市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种树就是种幸福”的思路，开展全域绿

化行动，让绿色融入城市血脉，采取荒山造林、城区

绿化、乡村绿色创建、生态廊道建设等举措，大力实

施全域国土绿化工程，“中心城区生态景观，近郊生

态产业，远郊生态屏障”的生态布局初步形成。

2018 年 3 月，汝州市提出了创建森林城市、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为落实创建森林

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汝州市成

立了由市委书记任政委，市委副书记、市长任指

挥长的森林城市专项指挥部，出台了《汝州市创

建省级森林城市实施方案》《汝州市 2019 年创建

省级森林城市实施方案》《汝州市创建省级森林

城市责任追究及奖惩办法》等文件，编制了《河南

省 汝 州 市 省 级 森 林 城 市 建 设 总 体 规 划（2018-

2027 年）》，确定了“一核四星，一带两翼，多廊多

点”的总体格局。

片片翠绿，点染汝州大地。汝州市形成了城

市、森林、园林三者融合，城区、近郊、远郊三位一

体，水网、路网、林网三网合一，乔木、灌木、地被

植物三头并举，生态林、产业林、城市景观林三林

共建的局面，着力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森林

利民惠民、完善生态文化体系等一系列措施，全

面增绿提质。仅 2018 年以来，汝州市就完成新造

林 6.8 万亩、森林抚育改造 8.6 万亩、建设花卉苗

木基地 1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36.71%。

自创建森林城市工作启动以来，汝州市通过

实施荒山绿化、龙山森林康养特色小镇建设、高

速公路和铁路沿线绿化、镇郊森林公园建设、林

业产业发展、生态廊道完善提升、城区绿化提档

升级和生态文化建设等十大生态工程，在该市范

围内掀起了植树造林高潮，新建龙山花海、龙山

公园、城市中央公园、广成公园、汝水公园、汝河

国家湿地公园，形成了相互贯通、相互连接、中轴

对称、围城连乡的大型公园群。截至 2019 年 6 月

底，汝州市建成区总面积达到 3360.00 公顷，绿地

总 面 积 达 1257.38 公 顷 ，绿 化 覆 盖 总 面 积 达

1403.81 公顷，公园绿地面积为 581.08 公顷，公园

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了 82.60％，城区

绿化覆盖率达 41.7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5.92平方米。

同时，汝州市以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廊道绿

化为重点，对该市道路、廊道进行绿化提升，廊道

绿化率达 95.07%，国道、高速、铁路、省道绿化带

宽度达到 50 米以上，县道达到 30 米以上，乡道达

到 20 米以上，形成了一道道多树种、多层次、多色

彩的亮丽风景线，实现了“车行林中、置身林海、

放眼皆绿、三季花香”的总体效果。积极实施以

路沟河渠绿化为重点的农田林网建设，截至目

前，农田林网折算面积达到 1971.03 公顷，农田林

网控制率达到 94.99%。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绿美乡村建设，各乡镇都建有中心游

园，共有 20余个，各村新建游园 293个。

如今的汝州，已初步形成了以北汝河为中

轴，以建成区为核心，以各乡镇驻地公园、村庄绿

化区、郊野公园、旅游景区为重点，以廊道绿化为

主线，景观优美、城乡一体的森林城市景观格局。

在创建森林城市过程中，汝州市还坚持将创

建省级森林城市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大力发展特

色经济林、苗木花卉、林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通

过林业龙头企业和专 业 合 作 社 ，带 动 贫 困 户 种

植优质高效经济植物，以扶持核桃、花椒产业发

展 为 重 点 ，建 成 大 峪 镇 万 亩 花 椒 基 地 、焦 村 镇

5000 亩蚕桑基地和硕平花海林下中药材基地。

2018 年 11 月，汝州市号召 开 展 向 贫 困村赠送果

树活动，共赠送 5 万余株果树苗，对符合标准的

特 色 经 济 林 连 续 三 年 每 亩 奖 补 400 元 ，激 发 了

贫 困 户 发 展 林 果 产 业 的 动 力 ，增 强了贫困户劳

动致富的信心。

山清水秀，绿野千里，四季翠绿，美不胜收。

如今的汝州，从城市到农村，不同层次的“绿”紧

密相连而又相互呼应，织成了一幅绝佳的城市森

林锦绣。

温 暖 阳 光 下 的 秋 日 ，北 汝 河 畔 凉 风 习

习，临河而建的汝河沙滩公园游人如织。住

在城区的李女士每周都会带孩子来玩。她

说，这里河水清澈见底，河中还有鱼虾，特别

漂亮，很适合带孩子来玩。

作为资源型城市，多年的煤矿采挖导致

汝州市植被破坏、地下水位降低，缺水严重。

近年来，汝州市坚持以水润城、以水活城的理

念，以创建省级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为契机，

实施“三河四库五湖”水系提升工程，积极推

进“四水同治”，综合治理全域水系，以水润

城、以水丽城，形成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水生态环境。

在汝州城东，新建的城市中央公园碧玉

般镶嵌城中。公园依广成河而建，南北绵延

7000 米。汝州市在北汝河上游拦坝蓄水，清

冽的河水通过幸福渠、跃进渠，流入广成河，

再 流 过 自 北 向 南 建 设 的 5 个 湖 ，汇 入 北 汝

河。3 种不同的景观风貌、14 座滚水坝加上

“动起来”的河水，让公园园林景观更加富有

生气。

“城市中央公园是未来汝州的核心区，以

‘绿廊相连、水网相通、文脉相继、城园相融’

为规划目标，构建‘一水、三段、五湖、多点’的

景观结构。”河南水投水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说。

闭塞的“死水”变为连通的“活水”，让备

受缺水与内涝双重困扰的“汝瓷之都”变得温

润灵动。汝州市通过蓄引结合，从水库及北

汝河引水，实施了洗耳河、北汝河、幸福渠、陆

浑水库东二干渠 4 条水脉及 5 个湖泊的互连

互通，打造出“东二干渠-马庙水库-安沟水

库-东区生态湖系”“洗耳河-幸福渠-北汝

河”“二龙戏珠”的循环生态水系，水网水动力

得以增强，地下水得到回补，形成了河湖相

连、围湖建城、依湖而居的滨水城市特色。以

城市中央公园、汝河国家湿地公园等公园、游

园为点，以绿林廊道为线，以汝瓷文化为魂，

串联成一条条亮丽的“翡翠项链”，流光溢彩，

汝州市打造出“城在林中，林在城中，林水相

依，绿满城廊”的城市空间景观，成为一座生

态宜居绿城。

汝州市通过实施北汝河、洗耳河、幸福

渠等城市河渠综合整治工程及黑臭水体治理

工程，实现了水环境的全面治理。该市出境

水质达标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多项指

标均为 100%，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升至

98.5%，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北汝河清澈动

人，呈现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迷人

风光。

汝州市统筹使用当地地表水、地下水、

北汝河过境水、陆浑水库水、非常规水等水

源，以北汝河二期橡胶坝等蓄水工程为依托，优

化了水资源配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而规划中

的滨河风光带，使城市、公园、河流共生的画卷

呼之欲出。

同时，汝州市通过水资源配置、节水改造及

城市节水器具的普及等措施，以“三条红线”倒逼

产业结构调整。该市城区生活节水器具全部普

及、城区供水管网漏损率降至 9.8%，拥有省级节

水型小区 7 个、省级节水型企业 1 家、省级公共

机构节水型单位 2 个，成功创建了“省级节水型

城市”。数据显示，2018 年，汝州市用水总量控

制 在 1.8296 亿 立 方 米 ，万 元 工 业 增 加 值 用 水 量

下 降 至 27.9 立 方 米 ，农 田 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提高到 0.62。

此外，汝州市还将水文化融入汝州市水生态

文明建设。在城市中央公园建设中，汝瓷、汝帖、

汝曲、汝石等文化元素嵌入沿河景观，打造了帖

院、瓷院、石院、牡丹园等古典园林建筑，亭台水

榭，令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我市围绕‘水管理、水安全、水节

约、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六个方面，构建与城

市相匹配的生态格局。”汝州市水利局局长王国

强说，通过“四水同治”，汝州市水资源和水环境

承载力显著增强，成功打造出“水绿相拥创丽景，

河湖联动兴汝城”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成为

群众看得见、感受深的民生工程。

做好“宜居”文章 建设幸福城市

做好“山水”文章 建设美丽城市

美丽宽敞的广成东路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街头立体化停车场

汝州城市中央公园美景

汝州篇之

曼 妙 的 音 乐 、整 洁 的 地 面 、青 翠 的 绿

植 ……在汝州市风穴路街道蔡庄社区一个

十字路口，一座公厕静静伫立在绿树红花的

掩映中。走进公厕内部，空调、饮水机、手机

加油站、体重秤等设备一应俱全。在专门为

家庭设置的第三卫生间里，分设有成人、男

童、女童便池，还有婴儿打理台、儿童座椅和

扶手。这座公厕今年荣获 2018 年度中国环

卫科技网举办的“厕所革命典型案例”十佳

案例奖和优秀创新奖。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是一个城市必不

可少的基础设施，公厕虽小，却是城市基础

建设和文明发展的一篇“大文章”。近年来，

汝州市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加快环卫基础

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今年

计划新建公厕 20 座，其中 17 座公厕已完成

选址并发布招标公告，3 座“以商养厕”公厕

主体框架已完工，正在有序推进。截至目

前，新建公厕 125 座、“以商养厕”型城市驿站

3 座，实现城区主干道每 500 米有一座公厕的

目标，使汝州市民“方便”更方便。

“厕所革命”是汝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的一项内容。为加快建设山水宜居绿城，近

年 来 ，汝 州 市 坚 持 城 为 民 建 、市 为 民 享 的 理

念，深入开展“四城联创”，围绕提升城市功能

和城市品质，全面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推

动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如何保卫“汝瓷蓝”？汝州市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环境污染防治百日攻坚集中会战、改

善空气质量百日会战、大气污染集中整治等大

型专项行动全市联动，使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有

序推进。深入开展清洁城市、清洁家园行动，

建立城区主次干道环境卫生长效治理机制，确

保城市道路干净整洁。目前，城区道路机械化

清扫率达到 100%。深入开展美丽乡村、清洁

家园行动，在 459 个建制村全部建立了市场化

卫生保洁机制，实现了垃圾日产日清日处理，

累计创建省级人居环境达标村、示范村 366 个,

省级“四美乡村”11 个。截至 9 月 26 日，今年汝

州市 PM10平均浓度为 9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7 微克/立方米，下降 15.9%；PM2.5 平均浓度为

4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 微克/立方米，下降

3.9%；优良天数为 152天。

如何缓解城市交通之“堵”？汝州市坚持以

构建大交通、畅通微循环为核心，启动实施双拥

路南延、纬一路、经三路等 3 条断头路打通工程，

东二环、南二环、西二环等 3 条城市环线顺利推

进，完成望嵩路改造提升工程，城区主干道路口

全部实现右转渠化改造，改建城市道路 18.9 公

里，进一步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同时，按照应

设尽设、应划尽划的原则，新建平面停车场 6 个、

停车位 526 个，目前累计建成停车场 43 个、停车

位 6881 个，施划主次干道两侧停车位 7486 个，

有效缓解了群众停车难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大力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在老城区推行免费公

交，开通夜间公交、旅游公交，购置新能源公交车

153台；建成 160公里自行车专用道和 180公里健

康步道，公共自行车项目二期工程完工、建成 37

个站点，目前该市公共自行车站点总量达 72 处，

累计投放公共自行车 2000辆。

如何缓解入学难、看病难？新建、改扩建城

区中小学、幼儿园 10 所，汝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挂牌成立，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新建 1 个医

养结合养老机构、3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城区 5

个街道均配备 1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妇幼保健院新院区、中医院新院区

主体完工，不断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干净、整洁、宜居的新

汝州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大美汝州，师法自然。有亲近绿色的文化

传承，也有改革创新、和谐共荣的不懈追求，汝

州人民演奏出一曲同心共建生态文明的绿色赞

歌。汝州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在奋力书

写山水宜居绿城建设新篇章。

有着 5000年文化积淀的汝州，未来一定会山

更青、水更碧、天更蓝、地更绿，锦绣满城，绿满汝

州！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斜阳下的汝河沙滩公园

温泉镇朱寨村美景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广成东路一侧公厕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军平、郭景洲、
王丹涛摄）

◀汝州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