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又要增加地标性建筑了！20日
召开的市城乡规划委员会2018年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洛阳市王城大桥北
端城市设计》《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综合
艺术楼项目方案》《洛阳市第一中学教学
楼建筑规划设计方案》《河南科技大学附
属高级中学体育馆建筑设计方案》等项
目。本报今日继续对相关规划方案进行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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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照进玻璃房，处处涌动着
书香气息，一排排整齐的书架上摆
满了图书，有儿童绘本、社科图书、
畅销小说等，盘着脚席地而坐的小
朋友、带着老花镜的老爷爷、边看
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的年轻小伙
……周末，吉利区世纪广场城市书
房内温馨而静谧，大家沉浸在书本
之中，享受着幸福的阅读时光。

今年 6 月，吉利区首个城市书

房——世纪广场城市书房正式对
外开放，开启了吉利区广大群众的
阅读新时代。随后，潘安里城市书
房于 8 月底开门迎客，西霞院城市
书房、河阳城市书房、潘安公园城
市书房也相继投入使用。5 个城市
书房，分布在城区各个角落，成为
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粮仓”。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如果
真有天堂，那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

模样。的确，作为洛阳市全民阅读
设施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城市书
房的建成和运行，等于把微型图书
馆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给大家带
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目前，该区
开 放 的 5 个 城 市 书 房 ，共 藏 书
20000 余册，文学、历史、科技、法
律、教育、儿童绘本等各类书籍应有
尽有，少儿阅读区、成人阅读区、网
上浏览区、便民服务区划分明确，满
足各年龄段、各阶层读者的阅读需
求。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机、电子
书下载机等智能电子设备一应俱
全，可供读者自助办证、借书、还书、
续借，此外还配备有电脑、空调、饮
水机、报刊架、雨伞架、医药箱、老花
镜、手机充电线等便民设施。

“我没事了就会到书房里看看
书，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这里
环境好、设备全，服务也很好。周
末我也会带着孙子过来，在一楼少
儿阅读区陪孩子看绘本。”在潘安
里城市书房，已经退休的王阿姨正
津津有味地翻看《读者》杂志。

城市书房的舒适和便利，吸引
了众多“书迷”盈门。据统计，今年
前三季度吉利两个城市书房客流
量达 23084 人次，图书借还量共
10567册次，读者证办证量414张。

城市书房“功在陶冶”。在倡导
全民阅读的当下，城市书房不仅具
备读书的功能，还承载着阅读推广、
创意促进、主题活动、公益平台、社
区服务等多种功能。“家是最小的
国，国是最大的家，只有家家和谐，
社会才能安定。”在潘安里城市书房
二楼内座无虚席，长期坚持心理学
和传统文化学习研究的吉利区政协
委员赵同战正在作关于家庭矛盾化
解的讲座，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并
主动现身说法，说出自己的困惑，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这是该区图书馆
开展的“幸福人生”系列讲座的第一
讲，在城市书房内“一炮打响”，受到
了读者的欢迎。

该区图书馆馆长吴秋红介绍，
为充分发挥城市书房作用，该区结
合“书香吉利·声悦家园”诵读活

动、河阳读书会、“幸福人生”系列
讲座等，开展了许多有意义又接地
气的活动。节假日期间，城市书房
内几乎每天都有活动，请老师来讲
读绘本、组织亲子阅读、举办老年
书画联谊会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
到了城市书房的魅力。“城市书房
展现的功能，已不只是阅读那么简
单。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不同的人
群，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如举办
老年人健康讲座、儿童绘画比赛、
读书沙龙等，让城市书房活起来、
火起来。”吴秋红说。

城 市 书 房 ，温 暖 城 市 的“ 心
房”。城市书房的到来，进一步提升
了该区广大居民的文化生活品质，
让大家尽享阅读之美，感受“书香吉
利”的浓厚氛围。今后，吉利区将进
一步完善配套设施，用好城市书房
品牌，把群众吸引到“15分钟阅读文
化圈”享受文化惠民红利，让阅读融
入生活，让城市散发书香，真正将

“城市书房”打造成为吉利的文化新
地标。 （关晓萌）

公厕虽小，却从来不是个小问题，作为城
市必备的公共设施，其数量、布局、设施配置
及管理水平等，既是公共服务品质的具体体
现，也是城市发展和社会文明的生动缩影。
近年，吉利区紧紧围绕“布局合理、管理规范、
整洁卫生、群众满意”的总目标，致力于做好
公厕改造提升这篇民生“大文章”。

“精准”布局，让“方便”更方便
“有时去外地旅游时，经常因为找不到公

厕发愁，咱吉利在公厕建设上确实做得挺好
的！”石化职工小孟这样说。

长久以来，该区环卫部门结合全区城市
规划及人流量等情况，在增加公厕数量的同
时，进一步提升公厕质量。按照“新建一批、
改造一批、提升一批”的工作思路，2018 年，
已累计投资 323.82 万元，在清庄村口、化纤

路口和检察院西侧等位置新建公厕 8 座，同
时斥资近 50 万元，对 4 座公厕的节水器具、
蹲位、照明等进行全面提升改造。目前，全区
免费公厕已由 3 年前的 23 座增加到现在的
37座，其中固定式公厕34座，移动公厕3座，
公厕之间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实现了对
社区、广场、超市等重点区域的整体覆盖。公
厕布局网络更加精准合理，如厕环境进一步
改善，让全区公厕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也
让群众“方便”更加方便。

“精致”设计，让服务更体贴
按 照《 城 市 公 共 厕 所 设 计 标 准 》

（CJJ14-2016）、《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
与评定》（GB/T18973-2016）等标准，全区公
厕的新建和改造提升在注重“颜值”的同时，
更注重“内涵”。目前，全区34座固定式公厕

均达到二类以上标准，其中万佛山森林公园
公厕和吉利大道中段1号公厕达到了一类公
厕标准。细节上的“精致”设计，也让其服务
尽显“体贴”。除了配备有独立式大小便器、
手纸架等设施，厕位设计上也增加了女厕厕
位的数量；同时还配备了幼儿更换尿布专用
平台、幼儿安全座椅和儿童用座、立便器等设
施；针对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老人，专门设置
了无障碍通道和残疾人专用室，并在坐便器
旁安装了专用扶手，全方位考虑了各类人群
的如厕需要。

“精细”管理，让文明成常态
“我外地的朋友来吉利玩儿，都夸咱吉利

美，连公厕都干净漂亮！”在河阳广场晨练的
李女士笑着说。

建好公厕是前提，而管好公厕则是关

键。为了真正使公厕服务属性最大限度发
挥出来，该区环卫部门不断在“精细”管理上
下功夫。配备了 61 名公厕管理员，负责公
厕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对公厕的管理制
度、管理员职责、奖惩制度、设施维护、日常
保洁、消杀除臭、开放时间等内容，以责任目
标的形式予以落实。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厕
管理的长效督查汇报机制，坚持“日督查”，
切实把精力沉在一线，把工作落实在一线；
坚持“月督查”，每月一次到现场对各项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及时发现问题，立
即解决问题；坚持“季汇报”，每季度召开一
次“公厕长”会议，总结公厕精细化管理情
况，同时就下一季度工作重点进行研究部
署。“精细”的管理，让公厕的整洁逐渐成为
常态；“精细”的管理，也让城市文明理念成为
群众心中的“常态”。 （张跃东）

壮美黄河 秀美湿地

黄河湿地生态供水工程
施工接近尾声

黄河湿地生态恢复项目是吉利区
对湿地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保护和恢复
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从 2016 年 9 月开
工建设以来，参与黄河湿地建设工程相
关工作人员加压奋进，挂图作战，实现
了河清园、精品区、白鹤洲三区贯通，

“壮美黄河、秀美湿地”的风貌初显。近
日，在走访中了解到，该项目的生态供
水工程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整体施工
接近尾声。

在黄河湿地生态供水工程的施工
现 场 ，挖 掘 机 、吊 机 等 大 型 作 业 机 械
不停穿梭，工人们正在忙着进行管道
开挖、铺设、回填工作。该供水工程，
总投资 800 余万元，全长 2 公里，年引
水量 5000 万立方米，主要建设引水管
线、输水管线和提水泵站（蓄水池）三
部分。项目建成后，将为黄河湿地生
态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进一步
改善湿地生态环境，为下一步整个黄
河湿地生态恢复和保护工程的实施提
供保障。

吉 利 黄 河 河 务 局 副 局 长 、区 黄 河
湿 地 生 态 供 水 工 程 项 目 主 管 杨 洋 介
绍，上游引水管线长 1.1 公里，水流通
过埋设管以自流的形式流向蓄水池，
蓄水池规模 10 万立方米。

黄 河 湿 地 生 态 供 水 工 程 的 取 水
口位于三合亭附近，黄河水从这里经
预先铺设的管道流至蓄水池，在抽水
泵 的 作 用 下 ，把 黄 河 水 引 进 湿 地 水
系，最后又汇入黄河。工程建成后将
彻底破解吉利黄河湿地的水源难题，
有力维护黄河湿地系统生态平衡。

目 前 ，上 游 管 道 开 挖 已 基 本 完
成 ，管 道 铺 设 完 成 400 多 米 。 泵 站 主
体施工已经完成，下部金属结构和下
游 管 线 已 基 本 完 工 ，工 程 整 体 完 成
90%，预计 12 月中下旬竣工。

（吉宣）

城市书房：享阅读之美 以书香润城

提升城市“小公厕”做好民生“大文章”

抓好实事惠民生抓好实事惠民生 提升品质兴城市提升品质兴城市

王城大桥北端将建200米高地标塔楼
结合王城大道快速路建设，我市将对王城大桥

以北，九都路、滨河北路、涧东路、芳林路四条道路之
间的区域进行总体规划提升。目前，这一区域主要
为建材销售市场，配套有部分生活居住区，随着建材
市场迁出，该区域的城市功能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按照“公园城市”的发展理念，该区域将以中州
渠为界，划分为两大功能区：中州渠以北的生活性

“活力社区”与中州渠以南的“金融商务中心区”，并
配套建设街角公园、景观绿廊、滨水花园、下沉式广
场等多样化的城市绿地空间。

在中州渠两侧，将引入文化、商业、娱乐等便民
性服务设施，形成“特色商街”。同时，配套建设公用
设施、游乐设施和公共活动设施，在王城大道快速路
的高架桥下空间形成一条连通道路东西两侧区域的

“公共服务设施带”与“绿色空间活力带”，让这里成
为集聚人气与彰显城市活力的公共空间。

在该规划区域的西南角、东南角，以及王城大道
与中州渠交叉口的西南角，将设置1座200米高的
地标塔楼和2座150米高的辅助塔楼。三座塔楼在
风格上将更好展现古风新韵的城市风貌，并塑造全
新的洛河滨水区域城市天际线。

两所高中将增加艺术、体育场馆
为更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根据相关

方案，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
中学将分别建设综合艺术楼、体育馆。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综合艺术楼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目前共有80个教学班，学

生约4000人。此次规划建设的是1栋综合艺术楼
及相连地下车库，位于校园西门入口处，总建筑面积
近 1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5 层，地下车库 1
层。项目建成后，除满足音乐舞蹈类、美术类、影视
戏剧类等特长生的教学需求外，还将为我市举行大
型艺术演出提供场所。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中学体育馆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中学位于华夏路与侯

天路交叉口，学校共有 56 个教学班，学生约 3300
人。此次规划的体育馆为 1 栋地上 2 层、地下 1 层
的建筑，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高度18.8
米。项目建成后，将为全校师生营造更好的学习、

工作环境，在节假日学生离校时，该体育馆将面向
公众开放。

市第一中学将新建1栋教学楼
市第一中学位于瀍河区夹马营路与熙春路交叉

口，学校总用地面积约4.8万平方米，目前共有36个
班，学生约1800人。

按照规划，该校将新建1栋5层的教学楼，总建
筑面积4957.6平方米，分为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
部分，建筑高度22.2米。

新建教学楼用地位置为该校图书馆东侧现有宿
舍楼所在位置，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建筑外立面色
彩及风格与校园内建筑整体保持协调统一。

本报记者 李东慧 智慧

——市规委会2018年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系列规划解读（下）

王城大桥北端将营造城市新地标

根据《关于对各县（市）区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实行月考评的通
知》（洛综治办〔2018〕5号），市综治办汇总了市公安局、市维稳办、市
信访局、市安监局、市防范办、市消防支队等单位对各县（市）区11月
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考评结果，现将排名结果公布如下：

1.西工区；2.高新区；3.伊滨区；4.洛宁县；5.龙门园区；6.瀍河区；
7.新安县；8.孟津县；9.洛龙区；10.老城区；11.吉利区；12.栾川县；
13.宜阳县；14.伊川县；15.涧西区；16.嵩县；17.汝阳县；18.偃师市。

排名靠前的县区：西工区、高新区、伊滨区各项工作发展比较均
衡，未发生影响较大的案（事）件，总得分较高。

偃师市排名落后的主要原因：发生1起放火案，信访问题突出。
汝阳县排名落后的主要原因：信访问题突出，消防网格化管理工

作滞后。
嵩县排名落后的主要原因：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奖监护政策一

直未落实；消防网格化管理工作滞后。
洛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12月24日

2018年11月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
月考评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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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大桥北端城市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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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如何做活牡丹产业？转型迫在眉睫——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契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型，以销定产，反促“一产”。
新理念带来新机遇。北京强佑集团拟投资30亿元，在我市大力

发展油用牡丹产业，计划3年种植油用牡丹30万亩。截至昨日，已
通过土地流转，在宜阳县、新安县、嵩县等地种植油用牡丹 6.42 万
亩，涉及 20 多个乡镇，带动当地 4400 多户近 9900 名贫困群众参
与。通过招商引资如此大规模地发展牡丹产业，在我市尚属首次。

“前期大力发展种植，形成一定规模后，再投资建设‘牡丹康养
小镇’，包括牡丹产品深加工生产线，以及与牡丹相关的旅游、酒
店、温泉等，逐步由单一种植业向多功能服务业转变，从而带动当
地更多农户、贫困户加入，实现多赢。”北京强佑集团相关项目负责
人李三墩说，目前栽种的油用牡丹均为 3 年龄苗，经过 3 年左右生
长，将进入丰产期；预计从明年起，牡丹产品深加工生产线等相关
项目将同步开建。

前不久，胡玉孟拿到了种牡丹带来的第一笔工钱——栽种40多
天，工资 5000 多元。这对他来说并非小数目，比自己之前种庄稼
强，他心里高兴得很。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京强佑集团已经为我市
农户发放地租、工资等约4900万元。

如今，胡玉孟和老伴期盼着来年春季牡丹花开，到田里采瓣；等
待着盛夏结果时，到地里摘籽……搭乘着牡丹产业转型“快车”，像胡
玉孟一样的村民们，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马翔龙

牡丹产业转型引来“金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