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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鹤琦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两城

同创”的宣传标语；整治现场，
则是一派和谐景象。如今，漫步
马路街街道各处，整洁有序的街
巷社区、彬彬有礼的辖区群众，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几多艰
辛，几多收获，脏乱差已成为历
史，老城区正焕发青春。魅力马
路街，因“两城同创”而更加美
丽。

“城市三分靠建，七分靠
管。‘两城同创’不仅是一场突击
战，更是一场持久战。”谈及街道
美丽蜕变的秘诀，马路街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耀彬
坦言，年初以来，马路街街道以
市、区统一部署为“指挥棒”，立
足久久为功，坚持问题导向，完
善创建长效管理机制，注重抓日
常、抓长效，以“两城同创”促
街道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长足发
展。在长效创建劲风下，马路街
街道实现了文明、卫生比翼双
飞。

探索长效机制
催生创建新动力

9月1日一大早，文化路南段
的农贸市场像往日一样喧闹，但

曾经的拥堵与杂乱却销声匿迹，
取而代之的是整洁有序、人来车
往、通行顺畅。

“本以为是一阵风，没想到
动真格了。多年‘肠梗阻’，终于
变通途。”在市民乔先生记忆中，
低矮的铁皮房摆在路两边，流动
摊又“吃”掉半边路，道路几乎
被挤成“一线天”，行人和机动车
只能艰难通行，是文化路南段多
年的样子。依托“两城同创”，这
条拥堵多年的道路将整洁有序、
畅通无阻长久定格。

马路街街道地处中心城区，
是全市商贸聚集区，含 5 个社
区、10 条街道、5 个专业市场、
4917 家商户、820 户“七小”门
店、99 个老旧小区，漯河火车
站、汽车中心站坐落其中，管辖
地域广，基础条件差，人流量
大，游动商贩多……是“两城同
创”的重点区域，素有“漯河创

建看源汇，源汇创建看马办”之
说。

为切实改善辖区环境，马路
街街道相继开展了城市管理综合
提升行动、环境卫生清洁行动、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物业服务全
覆盖、违章建筑集中拆除等系列
活动，辖区脏乱差现象得到遏
制。

整治难，巩固整治成果更
难。一个个突击战的背后，马路
街街道也面临整治后出现反弹、
市容市貌“很受伤”的尴尬局
面：老旧小区保洁广受诟病，“七
小”整治不尽如人意，店外经营
屡禁不止……如何破解长效管理
瓶颈，巩固已有创建成果，马路
街街道大胆创新，寻求治本之策。

年初以来，马路街街道痛定
思痛，在认真总结创建经验的基
础上，顺应全市“两城同创”新
形势，响亮提出“建立新常态，

寻求新突破”的指导思想，不吹
“季风”，不搞运动，立足于机制
创新，坚持“三个结合”，建立

“五项机制”，做到标本兼治、返
璞归真、回归自然。坚持“三个
结合”，即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整
治与管理相结合、工作与奖惩相
结合；建立“五个机制”，即网格
化管理机制、部门联动机制、市
场化运作机制、问题限时办结机
制、考核奖惩机制，进一步激发

“两城同创”新动力。

主道靓小巷美
文明卫生成常态

9月1日，建新路50号巷农机
公司家属院内，绿树苍翠，水泥
地面干净平坦，居民安荣仙在门
前悠闲地择菜。“原来地面破烂不
堪，污水横流，晴天灰尘满天
飞，雨天到处是泥水，门都不敢

出。”看着眼前的美景，安荣仙不
禁露出了笑容，“‘两城同创’劲
风吹过来，俺小巷焕然一新，有
专人每天保洁，生活在这里终于
有幸福感了！”

主道靓小巷美，文明卫生成
常态，是马路街街道“两城同
创”长效机制层层推动下取得的
丰硕成果。

实行市场化运作机制。在老
旧小区物业全覆盖基础上，马路
街街道打破政府包揽的形式，采
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引入两家社
会物业企业参与老旧小区物业管
理，通过政府补贴、市场化运
营，让辖区老百姓都能享受到贴
心周到的物业服务。

实行问题限时办结机制。马
路街街道成立问题处置中心，对
上级交办案件和自身巡查出的问
题，逐一分派到各网格或专业科
室，按照规定时间办结，并及时

上报处置中心予以销号。
实行部门联动机制。协调城

管、环卫、工商、食安、卫生等
职能部门，定期召开协调会研究
解决创建问题，对各网格长进行
业务指导培训，适时开展联合执
法活动，对违规违法行为形成高
压打击态势，营造良好创建氛
围。

实施创建长效机制，换来街
道全新面貌。辖区文化路、八一
路等曾经的“肠梗阻”路段现在
畅通无阻；11个老旧小区容貌大
变，光鲜示人；一大批背街小巷

旧貌换新颜，彻底解决了长期困
扰居民的出行难题，铲除了城区

“脏乱差”的根源。

干群齐心协力
个个都是战斗员

每天早上六点，交通路以
东、团结路以西、八一路以南、
湘江路以北区域，都会准时出现
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叫陈俊霞，
是马路街办事处环卫站站长，也
是马路街街道1210网格长。在所
辖网格巡街，现场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是她每天的“必修课”。
在陈俊霞的努力下，垃圾不落地
在其网格内已成为众多群众的自
觉行为。

在马路街街道，从党员干部
到普通百姓，大家都是撸起了袖
子，甩开了膀子，为巩固创建成果
不懈努力。

（下转2版）

长效创建劲风吹 文明卫生比翼飞
——源汇区马路街街道“两城同创”工作纪实

年初以来，临颍县紧盯全市六项重大攻坚任
务，围绕打造“两城一区一基地”，持续弘扬

“六拼”精神，强力推进“七区同建”，各项重点
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促进了全县经济稳定
增长。元至7月份，全县工业增加值增长9%；固
定资产投资101.9亿元，增长16.8%；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59.8亿元，增长13.1%；财政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7.73亿元，增长27%。在上半年全市各
县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评和全市六大攻坚考评
中取得两个第一。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年初谋划的133个项目
已启动 112 个，其中两次集中开工重点项目 28
个。元至8月份完成投资78.5亿元，完成全年计
划投资85.3%。全面打响招商引资“百日会战”，
相继开展了闽东南专题招商、珠三角专题招商、
春季糖酒会专题招商、食博会专题招商等系列活
动，成功签约伍氏膳食、长沙远大住工、加多宝
饮料等重大项目21个，总投资103.7亿元，其中
30亿元项目一个、10亿元项目两个。

紧盯发展载体建设。产业集聚区持续实施产
业、环境、基础设施“三大提升工程”，实施道
路建设及排水项目9个、绿化工程15个、平台建
设及公共服务项目7个。现代家居园区加紧对接
完善园区五规合一发展规划，6 条道路启动建
设，标准化厂房、大型集中烘干中心已开工建
设。现代物流园区全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主干
路网已竣工通车，6条道路正在加快建设。春风
吹来电子商务物流国际食品城项目正在建设，中
国供销·豫中（临颍）国际辣椒电商物流产业园
项目近期开工。整体上，全县初步形成了产业集
聚区、现代家居园区、现代物流园区“一体两
翼”近40平方公里的发展载体，培育了休闲食
品、装备制造、现代家居、电商物流四大产业，
为打造“千亿工业新城”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力推进城市建设。“畅通临颍”启动道路
建设项目15个，有效拓展了城市框架、贯通了
城市路网。“水城临颍”黄龙渠10公里生态景观
带的中水回用工程、渠首工程以及河渠拓宽治
理、景观改造等推进顺利。10个老城改造重大项
目扎实推进，合计拆迁房屋35万平方米，在建
房屋面积39万平方米。黄龙特色商业区基础设
施加快完善，形成了四大商业板块，现代商贸
业、主题商业和时尚休闲娱乐业加快发展，宜
购、宜玩、宜游、宜赏的消费休闲环境初步形
成。

加快民生工程建设。紧盯与群众切身利益紧
密相关的民生项目，切实加快教育、卫生、民政
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四校一中心”顺利推
进。其中，樱桃郭学校已完成改造规划，10月底
前开工建设；西街学校改（扩）建项目正在与江
河教育集团洽谈合作事宜；产业集聚区职业培
训学校正在重新规划设计，年底前开工建设；
阳光雨露学校正在进行土地征收，10 月底开工
建设；县医院老年护养中心建筑图纸设计已完
成，9月底前开工建设。另外，疾控中心主体工
程已经完工，妇幼保健院业务用房二期主体工
程、瓦店镇卫生院主体工程已经封顶，新区生
活服务中心一期工程基本完工。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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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智
通讯员 曹 明

全 省 唯 一 一 条 一 级 公 路
S238 常 付 线 漯 河 至 周 口 段 、
S220 七蚁线、G107、S241 石南
线、S330 逍白线和京港澳高速
等一大批交通建设项目的相继
实施，架起了漯河经济发展、
百姓幸福的桥梁；285 台城市节
能环保新型公交车、26 台城际
纯电动环保大巴集中上线，进
一步方便了群众出行；新建、
改建农村公路661公里，改造客
运班线 68 条，全市 53 个乡镇、
1253 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通车，
彻 底 打 通 了 全 市 道 路 “ 主 动
脉”和“毛细血管”，实现市、
县、乡、村四级联网畅通。发
挥漯河在中原城市群城际交通

网中的枢纽作用，强力支持河
南自贸区建设。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我市交通运输系统提出
了‘六大交通’（综合交通、智
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
法治交通、服务交通） 建设目
标。截至目前，全市交通运输建
设 项 目 投 资 已 累 计 超 过 23 亿
元。”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党组
书记、局长项瑞柱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
我市综合交通网络体系进一步完
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行业管理规范有序，安全生
产形势平稳，“六大交通”建设
目标初见成效，有力配合了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六项重大攻坚
任务，为我市富民强市加快发展

提供了强力支撑。

综合交通建设奠定
我市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积极做好路网规划调整工
作，把我市干线公路由“两纵
两横”调整为“六纵七横”，编
制完成了《漯河市2013-2030年
农村公路路网规划》。相继完成
S220 七蚁线、G107、S241 石南
线、S330 逍白线和京港澳高速
公路漯河境内路段的改 （扩）
建工程。全力推进全省唯一一
条一级公路 S238 常付线漯河至
周口段改建工程。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提出的农村公路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14 年以
来全市累计新建、改建农村公

路 661 公里，改造危桥 31 座。
船舶运力发展到 30 万吨，实现
历史性突破，沙颍河航运复航
工程漯河到周口段已经具备通
航 条 件 。 龙 江 路 综 合 公 交 场
站、漯河高铁汽车客运站等三
个公交场站建设项目正在加快
推进。初步构建了多种运输方
式的有效联运、内捷外畅的立
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促进了
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的高效流转。

智慧交通建设实现
交通运输信息有效共享

积极运用“互联网+”科技
平台的新模式，扎实推进我市公
路枢纽信息化平台建设，以综合

交通信息化平台建设为支撑，整
合全市交通执法、道路运输、航
运、物流、从业人员管理、联网
联控便民服务等信息资源，实现
了交通运输信息统一采集、综合
管理、有效使用，促进了信息的
互联互通和有效共享。全面建成
的全市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控系
统和开通的“12328”交通运输
服务电话，进一步加强了对运输
市场和城市出租车的远程监控
管理。车辆二维码管理系统和
客运联网售票系统相继投入使
用，全市二级以上客运站全部实
现网络售票，进一步强化了省
际、市际和旅游客运管理。投资
400 万元安装了 GPS 智能调度系
统，投资500万元安装了公交IC
卡系统，（下转2版）

“六大交通”凸显我市枢纽地位

9月11日，郾城区龙城镇前黄村，田里机器轰鸣，玉
米收割机、秸秆还田机来往穿梭。近日，我市广大农民利
用晴好天气，积极开展“三秋”生产。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抢天时 战“三秋”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通讯
员 窦戈苒） 日前，第三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河南赛区
选拔赛暨河南青年志愿服务大赛
评审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的

54个项目分别进行了路演展示，
最终选出 34 个优秀项目参加全
国决赛。其中，我市“936 电波
助残”等4个项目荣获第三届河
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

奖，并被推荐参加全国决赛。
据介绍，本次大赛启动以

来，全市各级团组织、志愿者组
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通过
组织申报、网络征集、市级评

审委员会初评、路演等方式，
对参赛项目进行评选指导。全
市共有 21 个项目申报参赛，涉
及阳光助残、关爱行动、邻里
守望与为老服务、扶贫开发与

应急救援、文化宣传与网络文
明、禁毒教育与法律服务等7大
类别。其中，5 个项目通过县、
市两级评审，省级初评进入决
赛。

我市4个志愿服务项目获省级大赛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