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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启动“一部四沿五旁”集中清

理整治活动，利用两个月时间，对各县

（市、区）进行全域拉网式集中清理整

治，打一场全域、全面、拉网式的垃圾清

理整治攻坚战和歼灭战！

8 月 16 日下午，我市召开“一部四

沿五旁”集中清理整治部署会，吹响向

城乡垃圾宣战的“集结号”。

向最难处攻坚，向关键处发力。“一

部四沿五旁”，即城乡接合部，铁路沿

线、高速公路沿线、国省干道沿线、农村

县乡道路沿线，宅旁、村旁、田旁、路旁、

水旁，处处都是环境整治工作难啃的

“硬骨头”。

从全局上谋势，在关键处落子。这

一“战”，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

需求，事关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

标能否顺利实现，事关农村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质效、和美乡村建设步伐和乡村

振兴战略有序推进的大局。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这一

“战”，是政之所向、民之所盼，必须要

打，且必须打赢。

整治范围分三大块

会议明确，聚焦“一部”“四沿”“五

旁”等重点区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深化“治理六乱、开展六

清”专项整治，聚焦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集中发力，推动全市城乡环境质量显

著提升，真正以集中清理整治的扎实成

效擦亮乡村振兴的幸福底色。

——开展“一部”专项整治。围绕

城乡接合部这一重点区域，突出整治垃

圾清理不及时、无序乱堆乱放等问题，

下大力气整治死角盲区，确保乱堆乱放

的垃圾杂物、河塘漂浮物、黑臭水体等

得到有效清理整治。

——开展“四沿”专项整治。围绕

铁路沿线、高速公路沿线、国省干道沿

线、农村县乡道路沿线周边环境，重点

整治散落垃圾，常态化开展沿线周边农

田林网、河湖水系、村庄公共区域积存

垃圾综合治理，建立健全日常管护队

伍，完善管护机制，确保环境美观整洁。

——开展“五旁”专项整治。围绕

宅旁、村旁、田旁、路旁、水旁重点区域，

全面清理积存垃圾、建筑垃圾、生活杂

物、河塘沟渠漂浮物、农业废弃物等，大

力整治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等行为，切

实提升城乡内外环境质量。

重点任务有四大项

——全面清脏。清垃圾。在持续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彻底

清除城乡接合部、村镇周边以及背街小

巷的各类垃圾，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确保“扫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

持住”常态化运行。清污水。分类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乡镇河道、村内

坑塘沟渠、排水沟等为重点实施清淤疏

浚，消除农村黑臭水体。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开展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一体治

理，提高生活污水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能力。清杂物。推进乡村公共空间

综合整治，引导群众清理废弃的生活用

品、建筑物料、农业生产废弃物等，做到

分类码放、整齐有序、及时处置。积极

推进闲置农房和“空心院”整治，开展

“一宅变四园”。

——彻底治乱。一治乱停乱放。

整治各类车辆乱停乱放，规范临街商

贩、流动商贩、农贸市场等经营行为，严

禁摊位乱摆、货物乱堆、占道经营等。

二治乱搭乱建。整治沿街沿路违规搭

建的营业房、仓库、厂房、车库、旱厕等

建筑；拆除影响城乡容貌的门头牌匾和

废旧广告。三治乱拉乱扯。规范电力

线、有线电视线、网络通信线等“三线”

维护管理，对影响市容村貌的旧线路、

旧线杆进行拆除清理，严禁飞线充电，

鼓励“三线入地”。

——全力治差。提升薄弱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排前

路、入户道路建设，实现由“村村通”向

“户户通”迈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强化基

层阵地建设，推动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建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全覆

盖。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建设。落实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养老政策，健全医疗卫生和

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全面达标。

——集中治弱。坚持党建引领，持

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开展“五

星”支部创建。健全完善“一约四会”，

提高基层自治能力。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积极

推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整治天

价彩礼、反对婚丧大操大办、抵制封建

迷信，常态化选树“乡村光荣榜”等各类

模范典型评选活动，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

思谋在前保质效

“一部四沿五旁”的各种环境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群众的文明生活

习惯也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养成的，这场

集中清理整治攻坚战更不是简单冲锋

就能打赢的，这一“战”，注定复杂且难

打，如何打好打赢，避免出现“整治一阵

风、过后回原形”，我市思谋在前。

按照会议安排，接下来，各县（市、

区）和各相关部门要把这一活动作为当

前大事急事要事来抓，紧密结合“十百

千万”和美乡村建设行动，周密安排部

署，强化组织推进，力戒形式主义，确

保工作质效。将坚持“紧抓”“联抓”从

严整治，集聚合力、动真碰硬、补短强

弱，抓住关键问题、关键区域、关键节

点，集中精力解决各种脏乱差问题，以

敢打必胜的信心推动集中清理整治活

动迅速开局、快速见效。将紧盯“面

子”“里子”集中攻坚，坚持目标引领，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提高效能，坚持精

益求精，围绕“六无六美”（无暴露垃

圾、无杂草杂物、无乱搭乱建、无黑臭

水体、无乱堆乱放、无危破房屋，实现

路边整洁美、庭院干净美、村容村貌美、

河湖水域美、田园风光美、乡风文明美）

目标，因地制宜、挂图作战、销号管理，

着力推动城乡“面子”好看、“里子”过

硬。将注重“治标”“治本”力促长效，完

善排查交办、督导调度、宣传引导、考核

评比等四项机制，坚持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加强常态化调度、清单化建账、跟

踪式督办；坚持“边整治、边宣传、边引

导”，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要严格奖惩，每季度开展一次观摩交

流，奖优罚劣；健全治理与管理长效机

制，坚决打破“一治就好、一放就乱”的

怪圈。

本报记者 孙聪利

以清理整治的扎实成效擦亮乡村振兴幸福底色
——我市“一部四沿五旁”集中清理整治活动解读

本报讯 （记者蔡文瑶）市第八届创业创新大

赛第三届凤归鹰城返乡入乡创业大赛决赛在即。

连日来，市人社局组织大众创业导师兵分三路，对

入围决赛的 58 家企业开展“四进一结对”专项服

务活动，实地考察企业发展状况，鼓励指导企业认

真准备、赛出风采。

“一是企业成立时间短，二是学生资源有限，

所以你们目前能拿得出手的、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不多，决赛时的 6分钟答辩环节，评委的提问可能

会相对犀利，要针对自身优势和不足做好准备。”

“项目契合国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的决策部署，作为学生，创业热情和认真态度

让人动容，导师团很看好你们的发展前景，要坚定

信心，赛出自信和风采。”

…………

8月 16日，平顶山学院鹰翔众创空间，导师团

针对路演的呈现与表达、项目亮点挖掘等方面，面

对面为平顶山市厚德城乡空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进行辅导，帮助打磨参赛项目。

2022 年 1 月，平顶山学院旅游与规划学院 3

名学生一拍即合，投资 10万元成立了平顶山市厚

德城乡空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接乡村景观提

升、城乡规划设计等业务。在 1年多的时间里，该

公司参与了鲁山县瀼河乡陈圪垱村村庄规划、湛

河区河滨街道杜庄村景观规划等项目，一批年轻

人既发挥了专业所长，又为乡村发展贡献了力

量。此外，该公司探索实施的“学长传帮带”模式，

也在校内有口皆碑。

“我们是初创型企业，能在全市的比赛中展示

自己，得到导师团专业的指点，受益匪浅。”平顶山

学院旅游与规划学院学生、平顶山市厚德城乡空

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温赛说。

“除了选树一批创业典型、营造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社会氛围外，本次大赛还重在挖掘一批创

业‘新苗’，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市人社局副局

长武风民介绍说，人社部门将立足职能职责，聚焦

政策落实、技能培育、资源对接、平台整合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四进一

结对”专项服务活动，与企业建立“一对一”结对帮扶，通过持续跟踪服务，

助力企业成长壮大。

市第八届创业创新大赛第三届凤归鹰城返乡入乡创业大赛由市人社

局联合 12部门共同主办，旨在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各类人才返乡

入乡创业”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大赛设 6 个组

别，其中创业创新大赛分为制造业组、服务业组和青年双创组，返乡入乡

创业大赛分为返乡创业主体、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专项、高校毕业生入乡

创业创新组。

据大赛组委会消息，今年全市有 154 家企业报名参赛，涵盖信息技

术、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经过初赛激烈比

拼，58家企业脱颖而出，入围决赛。决赛将于 8月下旬举行，届时每个小

组将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

厉
兵
秣
马

全
力
备
赛

创
业
大
赛
赛
前
指
导
持
续
进
行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我是

一个农民，不会说漂亮话，只能说

大宪哥救了俺孩儿一命。感谢，感

谢，感谢……”8月 18日中午，市民

范女士在电话中带着哭腔说。

8月 17日晚 7：30左右，59岁的

宋大宪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在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西滍村的应

河堤上兜风，忽见一名 7岁左右的

小男孩站在橡胶坝上大声呼救：

“救救我哥哥……”

宋大宪闻声立即下车，看到水

里有人在上下浮沉。他急忙从高

约 2米的河堤上冲了下去，来不及

脱衣服便跳进水中。

大约 3分钟后，宋大宪游至溺

水男孩身边，将男孩向橡胶坝拖

去。由于坝上布满青苔，上岸的斜

坡又十分陡峭，加上男孩一直紧紧

抱着宋大宪，二人无法同时上岸。

宋大宪的妻子见状，急忙跑向

乡道方向，希望寻得援助。

不一会儿，宋大宪便感觉体力

不支了。为保证自己和男孩呼吸

到氧气，他只能借助浮力，不停地

用脚蹬斜坡，勉强不沉入水中。

约半个小时后，两位过路的小

伙儿在宋大宪妻子的指引下，来到

事发地点，将二人从水中拖了出来。

“ 男 孩 被 救 上 来 时 ，嘴 唇 乌

紫。”宋大宪说，他立即不停地按压

男孩的前胸后背，直到男孩吐出大

量的水并逐渐恢复意识。“幸好我

们单位平时经常进行安全教育，让

我学到不少急救知识。”宋大宪说。

宋大宪目前在平顶鲜超市（金

玉花园店）负责货品运输工作，店

长王浩帆说：“宋师傅在岗位上就

爱帮助别人，曾因工伤导致左腿骨

折，现在腿部还有 2 块钢板和 5 颗

钢钉。”8月 18日中午，记者在平顶

鲜超市看到正在运送西瓜的宋大

宪，他因救人时剧烈运动，左腿浮

肿加重，明显比右腿粗。

“如果再遇见这种事儿，我还

会去救。我们家有救人助人的传

统。”宋大宪说，他 10岁时，父亲为

从大火中救出下乡的知识青年而

丧生，“父亲用生命教育后辈，在别

人危急时刻要勇敢地搭把手”。

“我们家有救人助人的传统”

左腿打了两块钢板的他勇救溺水男孩

8 月 19 日，2023 全市文旅文创发

展大会在鲁山县召开。会前，与会人

员进行了现场观摩，大家巡游全国最

美农村路、观看《尧山传奇》演出、走进

尧山镇和赵村镇民宿、参观文旅文创

产品展……感受“康养福地 厚重鲁

山”大力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推动

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

今年以来，鲁山县累计向市场投

放文旅类惠民政策补贴 2000余万元、

发放景区门票代金券 5000张；出台刺

激文旅消费政策，对来鲁旅游专列予

以奖补，“引客入豫”；推出背诵梅尧

臣《鲁山山行》、元结《自箴》任意一首

免门票进鲁山景区、与外地景区互免

门 票、拥 军 助 老 助 残 等 系 列 优 惠 活

动，持续提升文旅美誉度和影响力。

1—7 月，全县共接待游客 516万人次，

旅游收入 25.14 亿元，文旅经济实现强

劲复苏。

赏湖光山色、住房车部落、品蓝莓

美味、观昭平落日……鲁山县环湖路

是 2022 年度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之

一，穿梭于青山绿水之中，沿途昭平

湖风景区、皇姑浴温泉、奥伦达房车

部落、姑嫂石等景点遥相呼应，美景

次第呈现，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见

绿”“路在景中延、车在绿中行、人在

画中游”。

国家 4A 级景区中国墨子文化旅

游区由鲁山县返乡创业人士投资创

办，项目总投资 2.8 亿元，是集水上娱

乐、古街景文化、亲子乐园、《尧山传

奇》等七大文旅项目于一体的综合性

文化旅游区。《尧山传奇》大型实景演

出共分为 6个篇章，分别为尧神击壤、

墨圣灵光、仙凡情缘、琴台善政、丝路

探源、大美鲁山，是尧山镇“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的典型文旅文创项目。

“鲁山依托优秀的山水人文资源，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沉浸式

文旅新场景、新业态，让游客从‘看

景’到‘入景’，加快实现从观光游向

体验游转变，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石

龙区将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文旅产业，

培育一批生态美、生活美的乡村旅游

目的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相统一，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能。”石龙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区长

熊志刚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尧山镇

上坪村依托山水资源大力发展旅游和

农家乐乡村游，带领不少村民走上致

富路。近年来，该镇强力打造上坪民

宿集群，推进产业升级，吾乡问素、溪

山境语、尧山 23 涧、花开四季等精品

民宿相继开业，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

3000 余人。同时，小叶杨沟民宿群、

李轧坪太空舱等民宿项目正在积极

推进，上坪村已经形成了有产业、有

主题、有运营、有品牌的精品民宿产

业链条。

豫涧——遇见最好的时

光。赵村镇积极探索集体

经济发展新模式，在赵村

打造了“豫涧”氧吧民

宿“五星”工坊，总投

资 5000 余万元，总占

地面积 1.9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4800 平

方米，包含“豫涧”赵

村 里 、喜 逢 里 、湖 光

里 、夏 荷 湾 氧 吧 民

宿。“豫涧”取谐音“遇

见 山 涧 ”之 意 ，给 人 隐

匿山水之间、诗意栖居的

意境。

“民宿集群、太空舱、《尧山

传奇》演出，无论是在理念上、设计

上，还是在服务上、规模上，都给了我

很大震撼，既感觉到了压力，也有了动

力。我们将认真对标学习，把九峰山

景区楚长城文化、问鼎中原文化、食疗

养生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同旅游发

展、文创发展融合起来，争取尽快取得

新突破。”汝州市九峰山景区常务副总

经理李小军说。

会场外，市文广旅局还举办了全

市文旅文创产品展，各县（市、区）的文

旅文创产品创意无限，吸引众多游客

参观、购买。

“全市文旅文创发展大会恰逢其

时，我们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打造文

旅文创融合鲁山样本，推动文旅资源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强化‘创意

赋能、年轻市场、体验消费、线上传播’

理念，讲好鲁山故事，由看山看水看风

景到观文品史乐享生活，塑造‘康养福

地 厚重鲁山’品牌。”鲁山县文广旅局

党组书记、局长许辉说。

（本报记者 常 洪 涛 田 秀 忠

闫增旗/文 禹舸/图）

相约康养福地 谱写文旅华章
——2023全市文旅文创发展大会观摩侧记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表演

◀观摩团成员参观上坪村太空舱民宿

汝州市的梅花玉茶具吸引观摩人员

本报讯 （记者巫鹏）8月 19日，

大博瓷画运河城市文化行扬州展启

动仪式在扬州运河三湾景区举行。

大美运河、壮美扬州、千里画廊，一

图尽览。站在一幅幅大气磅礴而

又纤毫毕见的瓷画长卷面前，络绎

不绝的观赏者不时发出赞叹之声。

此次展览由世界运河历史文

化城市合作组织指导，三湾景区主

办，宝丰大博瓷画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承办，展出作品 100 多幅，其中

有以运河为题材或与运河相关的

历代名家长卷 20 余幅，包括南宋

夏圭的《千山竞秀图》、清代石涛的

《江山胜揽图》等，另有长 16 米至

40 米的运河人物长卷、反映运河

壮美风光的摄影长卷。

此次展览得到扬州各界的热

情欢迎、大力支持、高度评价。“古

老 运 河 的 灿 烂 文 化 成 就 了 扬 州

2500 年的繁华历史。依托运河文

化，扬州正致力于同全国各地、世

界各国在经贸、科技、旅游、文化等

方面展开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向世

界展示中国和扬州形象。大博瓷

画是传统技艺革命性变革的实践，

是艺术载体的创新。希望以此为

契机，加强扬州市与平顶山市的文

化交流与友好合作。”扬州公共外

交协会会长张跃进表示。

宝丰大博瓷画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柳松介绍说，该公司

是全国唯一一家生产“大、薄、轻、

韧、透”汝艺瓷画的高科技企业，建

造了世界领先的最长最大的气烧

窑和电烧窑，可烧制超大瓷板画，

拥有 9项发明专利、16项实用新型

专利权。为筹备此次活动，张柳松

走遍了运河沿线的35个城市，拍摄

了大量运河风光照片，制作运河题

材的瓷画 200余幅，这些作品将在

大运河沿线城市陆续展出。

尽展壮美画卷 传播运河文化

大博瓷画运河城市文化行扬州展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