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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窗口提交材料，就办成了
业务，真是太方便了。”日前，提起栾川
县政务服务大厅开展的联合办公服务，
当地一企业负责人张女士不由得称赞。

由于业务调整，张女士日前到栾川
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企业注销登记业
务。让她没想到的是，原本需要到税务、
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 7 个窗口才能办
完的业务，她只在一个窗口前提交一次
材料就办好了，审批时间也从过去的10
天缩短至3天。

流程决定效能，效能关乎发展。张
女士的经历，是栾川县积极落实“高效办
成一件事”，助推经济发展的缩影。

办理流程复杂、提交材料多、审批时
间长……对企业办理审批业务的痛点，
栾川县审信局有关负责人深有感触。今
年以来，该局积极与当地税务、市场监
管、公安等部门对接，谋划为企业提供便
捷服务。

“我们在对接过程中发现，不少部门
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部门间的业
务壁垒，加上缺少牵头单位，优化审批流
程的设想便搁置了。”该负责人介绍，后
经各部门多次联合商讨，大家一致决定，

结合业务办理事项，各部门联设“高效办
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简化办理流
程，优化材料收取方式，打造让企业满意
的“一窗受理、一套材料、一次采集、一网

通办”服务模式。
也就是说，到该窗口办理业务的企

业，只需提交一次材料即可。材料后
续将被直接分发给相关部门办理审

批，无须在多个窗口穿梭反复提交材
料。目前，栾川县政务服务大厅的 6 个
功能区均设有“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
受理窗口，为企业办理“套餐式”审批
业务。

“这种服务模式在让企业实现‘少跑
腿’的同时，还能大大提升办事效率。”该
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以来，该县办理市
场主体各类审批事项6045件，日办理量
最多达85件。

记者还了解到，为减少企业等待时
间，如果企业需要办理某一单项业务，
可到该分区任一综合受理窗口将材料
交由工作人员代办，无须按流程提交
材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
‘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
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对优化行政审批
制度提出更高要求。”该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结合企业审批业务的痛点、难点
进行深化改革，优化审批流程，切实提升
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吴
雨苗 文/图

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栾川县“做减法”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助力经济发展

七窗业务实现“一窗代办”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赵晨熹 实习生 张啸渊）昨
日，全市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工作培训会
召开。

住建部住房保障司规划处相关负责人以《规划建设
保障性住房 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为题做专题授课。
副市长李新红参加。

该负责人结合丰富案例，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住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善住房保
障体系工作做了全面介绍，阐述了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和加强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意义，解读
了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相关支持政策，并回答了我
市相关单位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加深了我市相关人员对
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政策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李新红表示，要准确领会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
精神要义，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城市居民的改善性住房需
求，以保障性住房解决新市民的刚性住房需求，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住房的多样化、多元化需求。要扎实做好保
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积极推进收购已建成的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推动条件成熟的项目加快完成收
购，及时配租、配售。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资金投放有序，
推动城中村改造工作取得实效。

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
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李文渊）昨
日，洛邑大讲堂·赋能城市旅游第三期主题培训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文广旅局、洛阳文化
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旨在深入贯彻新文旅发展
理念，提升干部思想认识，打造一支真懂产业、善抓产业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大做强城市旅游经济。

沉浸式体验、场景化消费在当下文旅产业的发展中
已成“热词”。在培训中，重庆奥雅可是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迓昕以《特色场景营造在文旅项目中的重要
作用》为题，结合外地推动文旅融合的成功案例，围绕如
何营造特色消费场景、丰富沉浸式体验，更好满足青年群
体“有感觉、能打卡、可传播”的消费新需求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讲解。涧西区、西工区、洛龙区有关负责人还结合授
课内容，就营造特色消费场景的思路谋划、具体举措等作
了交流分享。

近年，我市按照“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
费、移动端传播”新文旅发展理念，积极抢抓文旅产业“风
口”，着力打造“1+3”高品质古都文化体验区，加快发展
城市旅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沉浸式文旅消费新
业态、新场景，积极创新引流方式，更好地把洛阳厚重文
化底蕴与现代消费需求相结合，更好满足游客特色化、多
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

洛邑大讲堂·赋能城市旅游
第三期主题培训举行

昨日，位于自贸区洛阳片区的洛阳古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正忙。

企业根据高新区非遗“风湿止痛热敷袋”技艺，结合
现代科技，通过与河科大等高校联合创新开发的非遗系
列膏贴成功“出海”，迄今已在南非销售超过10万贴。当
前企业正在积极洽谈，后续该系列膏贴将进入尼日利亚
等国，为中非友谊之桥贡献力量。

洛报融媒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刘岳纳 摄

洛阳非遗“出海”非洲大陆

（上接01版）
如今，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穿

梭在各个博物馆，在虚拟与现实的交错
之间，赏文物、品文化，沉浸式感受古都
洛阳的魅力。

一河通南北，千载连古今
在隋唐时期，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

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当时的商贸繁荣和
社会发展。而在大运河历史上，隋炀帝杨
广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公元 605 年，杨广下令营建东都洛
阳，开凿大运河，先后疏通通济渠、永济
渠、邗沟、江南河，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
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
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
大水系的大运河体系。这也是中国大运
河的首次全线贯通。

“隋唐时期，大运河洛阳段发挥了重
要的漕运功能，堪称交通枢纽中心。各
地船只源源不断往返于洛阳，最多时一
天可达上万艘。为容纳更多船只停靠，
武则天下令在洛阳立德坊南营建新潭码
头。”洛阳师范学院社会学者安锋介绍。

“新潭码头的建立，为来往洛阳的船
只提供了一个停靠、装卸、交易的港湾。
同时，大运河运力得到有效提升，使之成
为促进物资流通、带动商贸繁荣、促进文
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安锋说。

在隋、唐、宋时期，大运河漕运的主
要物资是粮食。可以想象，在当时，粮食

“乘船”沿着大运河，从各地汇聚洛阳。
一部分粮食用于食用和储藏；另一部分
统一调度，输送各地。

大运河南北畅通，国家粮仓日益充
盈。为了储存和调控粮食，隋唐在运河
沿线修建多个大型粮仓。在回洛仓遗址
共发掘仓窖700余口，如果全部装满，可
储存粮食3.5亿斤。

千年前的“国家粮仓”什么样？在回
洛仓遗址，记者看到，遗址上建起了大跨
度的钢架保护棚，内部设计有上下两层
玻璃参观通道，站在通道上，可“凌空”俯
视已发掘的4座仓窖。仓窖内出土的炭
化谷粒、铭文砖，成为揭示古代仓窖制度
变迁的珍贵密码。

“申遗成功后，经多次改造提升，曾
经半开放的仓窖遗址正逐步向社会公众
全面免费开放。”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研究馆员聂晓雨说。

聂晓雨曾负责回洛仓、含嘉仓的保
护展示和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在他看
来，原址保护展示将考古发掘、科研保
护、旅游观光融为一体，让参观者在视觉
震撼中能更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感
和吸引力。

持续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把文化
资源优势转化为城市高质量
发展优势

到了元代，大运河的路线发生了变
化。元朝定都大都，基于运河航程远、成
本高等原因，缩短了从大都到杭州绕道
洛阳的航线，进行裁弯取直，从“人”字形
改为直线，航程缩短了900多公里。

从元至明清，京杭大运河登上历史
舞台。与此同时，隋唐大运河部分河道
淤塞，失去漕运功能，逐渐湮没在历史长
河中。

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洛
阳持续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
活化利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城市
高质量发展优势，推动文物保护和文旅
融合发展互促共赢。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载
体。洛阳市文物局副局长薛方表示，立足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洛阳坚持保护第
一、守正创新，一方面，加大运河洛阳段遗
产考古工作力度，对粮仓、码头等有关古
代运河遗迹进行全面调查勘探、发掘；另
一方面，结合历史文献，加强对运河遗产
研究阐释，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

“随着相关工作的实施和推进，洛阳
扎实做好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并
以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到的方式走近大
众，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运河文化的魅
力。”薛方说。

依托历史遗存，传承运河文化，做活
水文章。近年来，洛阳充分发挥文化、生
态、旅游等综合功能，通过引水工程、生
态管护、环境治理等方式，相继对运河故
道（洛河、涧河、伊河、瀍河）等水系进行
治理。如今，水质显著提升，沿岸景观焕
然一新，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洛浦公园位于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
馆南面。公园沿洛河两岸而建，绵延30
多里，总面积近1200万平方米。园内建
有超大草坪、活动广场、历史文化广场等
景点，不仅展示了当地历史和文化，还为
市民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

说起公园带来的便利，家住附近的
市民王从轩有着说不完的话，“公园里水
清了，绿化也多了，这里成为大家锻炼、
休闲的好地方”。

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深厚
积淀，打造非遗体验、沉浸互动、
古风演艺等文旅消费新场景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洛邑古城，游
人如织，热闹非凡。新潭码头、文峰塔等
历史遗址被灯光点亮。古塔下、石桥上、
小河边，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青年男女
驻足拍照，打卡留念。

“穿上汉服，漫步街头，仿佛穿越到

了盛唐时代。再拍上几张照片，留下美
好记忆，感觉不虚此行。”来自湖北的游
客陈晓玲说。

近年，洛邑古城以“历史为轴，汉服为
媒，沉浸体验”为文旅发展思路，打造灯狮
画桥、香罗幔天、隋唐集市等30处互动场
景，让游客从“看景人”变身为“景中人”。

在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定鼎门遗
址博物馆大门前，脚印、车辙印、骆驼蹄
印等唐代印迹依然清晰可辨，仿佛诉说
着千年前这里的繁华——驼铃声声、胡
商云集。

沿着这条中轴线，登上应天门阙楼，
坐看《唐宫乐宴》，体验“唐代人的一天”；
走进明堂天堂，欣赏话剧《明堂幻像》，一
睹盛唐繁华与丝路繁荣……丰富而深厚
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洛阳的魅力所在，也
是发展文旅产业的最大优势。

近年来，洛阳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深
厚积淀，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新业态，围
绕“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
费、移动端传播”理念，打造非遗体验、沉
浸互动、古风演艺等文旅消费新场景。

同时，按照“文化运河、生态运河、经
济运河和社会运河”的总体思路，把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与文旅融合、生态建设和
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互利共赢，
打造保护传承利用综合发展示范区。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洛阳市文广
旅局局长李振刊表示，洛阳将持续推进
城市有机更新、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
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发展优势，
推动文物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互促共
赢，让古老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在新时代
绽放新光彩。

《民生周刊》全媒体记者 贾伟 洛报
融媒记者 戚帅华

（原载于《民生周刊》杂志2024年第
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