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肖会 杨成涛 李一凡 刘冬冬

规划高起点———

乘势崛起的工业新城

如何给古云镇的城镇化发展定位？多年来，
古云镇党委、政府立足自身优势，以全力推进镇
域经济跨越发展为立足点，依托独特的地理位
置、丰富的资源优势、强劲的工业基础，建设“莘
县油盐千亿化工产业园”，将古云镇打造为“油城
盐都”，建设“化工城、石油城、生态城”。按照“面
向未来、适度超前”的原则，高起点严要求，科学
做好城镇建设规划。

聘请具有甲级资质的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于2010年11月完成了古云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规划设计，于2013年5月完成了对古云镇总体
规划的修编，将全镇44个村规划为8个社区；2012
年2月，由北京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编制完成
了莘县盐油千亿化工产业园总体发展规划和产
业发展规划，对相应的路网、管网、电网等配套设
施，进行了专项规划，确定了古云城镇发展的总
体目标和主攻方向。

2013年，面对聊城市“东融西借，跨越赶超，
建设冀鲁豫三省交界科学发展先行区”的重大机
遇，古云镇党委、政府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加大

项目投入，加速企业壮大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全
镇工业经济转轨提速。今年以来，已完成固定资
产投入6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350亿元，完成税
收6亿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2 . 5亿元。

发展快节奏———

环境优美的宜居之城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惠及民生，为此，在
城镇化发展中，古云镇党委、政府始终把“以人为
本”作为最高标准，不断加大城镇建设的投入和
管理。先后投资2600万元建成了面积9000平方米
的鲁西经济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投资600万元
建设了人民广场；设置了城镇建设办公室，成立
了环境卫生管理处，把小城镇建设列入全镇重点
工作之一。

同时，与辖区内各单位签订卫生、绿化和社
会秩序“门前三包”责任书，不断把城镇综合整治
引向深入。目前，全镇建成区总户数6256户，统一
集中供水普及率达到100%，生活污水管网(管道
或明渠)基本达到全覆盖，建成的社区内还将实
现集中供热、供天然气。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正
在加快推进，新铺设了排水管网2万米；建设垃圾
池300处，垃圾压缩站一座，各村庄按照“六个有”
(有机构、有队伍、有制度、有设施、有经费、有督

导)的标准，实现了每100户配备1名保洁员、建设1
个垃圾池，1000户配备1辆垃圾运输车的要求。

同时，全镇道路已经形成了“四横(府前街、
祥云街、兴云街、丰云街)、五纵(和云路、富云路、
盛云路、仙鹤湖路、古云路)”城镇主干路骨架，镇
区主干道路达50多公里。

民生为基点———

构建和谐的幸福之城

2013年，古云镇党委、政府根据《古云镇总体
规划》，将全镇44个行政村划分为8个社区，重点
建设了九富顺、凌云和阳光佳园三个社区。其中，
九富顺社区一期36栋5层居民楼主体工程建设基
本完成，二期32栋楼房和商业用房已经开始建
设，整个项目完成后可腾出土地2428亩；凌云社
区一期准备建设居民楼10栋，现已开工建设4栋；
阳光佳园社区正在进行地上物拆迁。计划到2015
年，古云镇新增城镇人口1.7万人，城镇化率达60℅。

按照“建好一个城镇、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
方群众”的总体目标，不断加大建设投入。一是实
施示范区拉动。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把乡村和城
镇作为有机整体，对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
增收进行统筹考虑，完成了四横五纵道路框架拓
宽改造工程，对项目集聚区和城镇主要街道进行

了绿化、美化、亮化，主干道两侧铺设了花砖人行
道；投资8000万元建设了全省乡镇第一家污水处
理厂，积极推进供排水、供电、供热等管网配套建
设，完善地下管网1万多米。投资300万元建设了
垃圾压缩站一处，主干道两侧配备了统一样式的
垃圾池，安装路灯220余盏。

为了加快城镇发展，镇党委、政府按照“以人
为本、便民惠民、支持生产、方便生活”的发展原
则，参考群众意见，对全镇44个村庄进行了社区
规划，通过合村并点全镇共规划建设9个农村千
户社区，把生活居住、休闲娱乐等功能组织在一
起，建设高效活力小区和魅力形象小区。从而使
城镇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并逐渐成为管理有序、
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
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

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第44期

热线电话：(0635)8511655 Email：dzrblcxw@163 .com 17

□ 责任编辑 王菁华

哪个“以假乱真”

何来“流传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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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云镇：建设化工城 石油城 生态城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路印娟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在聊城，哪个医院是你心

目中的最佳医疗单位？哪个是你心目中最满
意的公共卫生单位？谁又是你心目中最满意
的健康卫士？”自6月19日起，聊城市文明办与
聊城市卫生计划委员会，在全市开展人民群
众满意的“十佳医疗单位”、“十佳公共卫生单
位”和“百佳健康卫士”评选活动。

此次拟评选表彰“十佳医疗单位”10个
(其中民营医院不少于1个、中医医院不少于
1个)，评选范围为国家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民营医疗机构。“十佳公共卫生单位”
10个，评选范围为县级以上公共卫生专业机
构。“百佳健康卫士”100名(其中乡镇、社
区基层单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
评选范围为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中具
有医护等相应执业资格、职业道德高尚、工
作业绩突出的在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领导
班子成员原则上不参与评选。

评选活动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自下
而上、层层推荐、优中选优、群众公认的原则。

“双十”评选均由各县(市、区)根据评选条件
择优推荐，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推荐的候选
单位材料进行审核筛选，再经集体评议，并予
以公示无异议后，由聊城市委、市文明办、市
卫生局联合发文，通报表彰，并颁发证书、奖
牌。“一百”候选人评选结果将在聊城市卫生
局网站(www.lcws.gov.cn)进行公示。对经公示
无异议的人员，市文明办、市卫计委联合发文
表彰，授予“百佳健康卫士”荣誉称号，颁
发荣誉证书。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张强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记者从聊城市水利局了解

到，聊城市突出抓好水资源远程在线水量监
测系统建设，以推进水利信息化建设，促进
企业用水工作的科学化管理。今年，聊城市
水利部门根据企业用水规模，确定对6个县
(市、区)33户重点用水企业112处取水口实现
远程水量传输。截至目前，聊城市水资源远
程在线水量监测系统有关设备的政府招标采
购工作已经完成，现已进入安装阶段，预计
8月底设备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该项目完
成后，全市将累计完成90户重点用水企业远
程水量在线监测工作，监测重点用水企业远
程在线监测率将达到95%以上。

据了解，聊城市通过安装远程在线水量
监测系统，该市水利部门工作人员可在办公
室通过电脑对企业取水口的运行情况及取水
量进行实时监测。这项系统的实施，将对加
强计划用水管理、指导企业节水和超计划累
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提供有力支持。

□孙亚飞 马心强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以前，启闭拦河闸都

是人工控制，启闭的高度与过闸流量的计
算靠的是工作经验，现在安装了自动化控
制系统，操作更加方便，数据信息也精确
了。”6月20日，徒骇河陶桥管理段段长赵
铁斌说。记者从聊城市河道工程管理处了
解到，今年聊城市加大了对徒骇河、马颊
河的科技防汛力度，新安装了自动化控制
与视频监控系统，为今年两河防汛筑牢了
安全大堤。

随着主汛期的日益临近，聊城市河道
工程管理处针对徒骇河、马颊河防汛工作
薄弱环节，投资近200万元安装了自动化控
制与视频监控系统，对9座拦河闸(坝)操作
控制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全部实现了自
动化控制。

“在沿河拦河闸(坝)等重点防汛区域，
我们还安装了30多个摄像头，实现了对水情
工情的实时监控，极大提高了信息传输和
应急事件处理的速度。一旦遇到重大汛
情，通过该系统还可以与沿河基层管理单
位进行防汛会商，有效提升了抗洪抢险能
力。”赵铁斌说。

聊城市“双十一百”

评选活动拉开帷幕

水资源远程在线

水量监测系统

8月底投入使用

“两河”筑起科技

防汛安全大堤

莘县县委书记 朱加云：城镇化是城市综
合性功能不断完善提升、不同层次人口在城镇
集聚的长期过程。作为省级小城镇建设示范
镇，古云镇转变发展观念，树立长期发展目
标，以人为本，其做法给人以启示。

镇域经济要有承载力，向纵深发展，规划先
行很关键。古云镇高起点规划，把城镇建设与各
功能分区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县域、镇域经济发
展的大格局中进行科学规划，拉开了城镇发展
的框架。其次是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建设宜居城镇，让农民享受到城
镇的公共服务；在社区建设上结合优势搞好产
业聚集，让农民上楼后安居乐业，为农民进城创
造适宜的生存、就业和发展空间。

古云的实践告诉我们，有效吸引人口就
地、就近城镇化，增强城镇化发展的魅力，要
靠更高质量的城乡规划、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更多的财政投入方能达到理想效果。

◆古云镇位于莘县西南端，下辖44个行政村，面积58平方公里，人口6 . 92万人，镇区人口
2 . 81万人。针对中原油田采油三厂坐落在境内的独特优势，古云镇党委、政府把“工业立镇、
商业活镇、城建靓镇、民生稳镇、文化兴镇”作为特色乡镇的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石油化工基
地、盐化工基地、特钢制造基地、玻璃纤维基地、塑编基地5大工业基地。并先后被授予“中
国绿色名镇”、“全国生态文明先进镇”、“山东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等荣誉称号。多年的
奋进中，一座崭新的工业之城正在莘县南部乘势崛起。

□ 本 报 记 者 肖 会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田利芳

◇城市之魂：

“运河古都”不能遗失运河

古老的运河蜿蜒流淌，它犹如一条冉冉不绝
的彩带，纵贯聊城97 . 5公里，流经临清市、阳谷县、
东昌府区后一路向南。因河而兴的聊城，是当时
运河沿线九大商埠之一。大运河不但为聊城带来
了经济繁荣，也为江北水城积淀了丰厚的运河文
化遗产。“运河文化，是聊城的城市之魂，运河古
都不能遗失运河。”背倚山陕会馆，遥望运河之水，
聊城市文物管理局局长吴明新深有感慨地说。

多年来，聊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文
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早在2008年，聊城市就积
极展开运河的申遗工作，曾多次组织国内外专家
进行实地考察，摸清河道历史演变情况，对河道、
堤岸、水工设施、文物遗产点等进行详细调查、测
绘。2009年4月，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
长的“大运河聊城段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
作领导小组”，在总结以往工作成果的同时，委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完成了《大运河遗产山
东聊城段保护规划》。同年5月1日，投资近亿元的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在聊城落成。独具匠心的
造型和大量详实的史料，多角度地展示了聊城源
远流长的运河文化，对于大运河的申遗工作，起
到了积极的宣传促进作用。

同时，聊城市还积极筹措资金，先后对运河
沿线的部分重要文物如山陕会馆、阳谷阿城盐运

司等历史遗迹进行了修缮。对运河聊城区段等多
个河段进行疏浚整治，对河道上的大码头、小码
头、临清会通闸等水利工程设施进行了维护修
缮。针对沿运河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传统
工艺、饮食文化、民间艺术、传统特产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进行系统普查，在积极申报国家、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同时，还配合山东省考
古研究所，对土桥闸、七级码头、临清河隈张庄砖
窑遗址等遗产点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大运河七
级码头、土桥闸与济宁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作为
一组最终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在全市文物事业发展历史上尚属首次。

◇运河“入遗”：

古城发展面临新机遇

“大运河申遗成功，填补了聊城世界文化遗
产的空白。这也使聊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这在积极促进聊城文化遗产保护，为‘江北水城·
运河古都’城市品牌注入新文化内涵的同时，也
能带动起聊城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聊城市文
物局古迹保护科科长杨艳说。

2009年，国家旅游局提出做好“大运河文化
旅游带”的思路，要将大运河打造成除万里长城、
丝绸之路之外我国第三条线状旅游带。聊城市依
据山东省《京杭大运河旅游线路总体规划》，打造

“儒风运河”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着力打造以运
河为轴、城市为点、运河廊道为框架的运河文化
遗产旅游格局。申遗工作的成功，将促进聊城打
造的“中华水上古城”、临清市规划打造的“临清
中州运河古城”及阳谷七级镇规划打造的“运河

古镇”等旅游品牌融入“儒风运河”文化旅游品
牌，改变聊城运河文化旅游“单打独斗”的局面。

几年来，聊城市结合运河申遗工作，临清市
对老城区内一段元代挖凿的古运河进行了疏浚、
排污、绿化治理，一度被垃圾充塞、恶臭扑鼻的运
河河道，重新焕发生机。如今，运河临清段已重现
杨柳依依、结网捕鱼的怡人景致。阳谷县出资整
修了古闸桥面，同时将桥闸附近的河道进行了整
修，改善了当地群众的居住环境。随着运河遗产
监测平台的建立完善，大运河生态环境将日益改
善。运河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将密切相关，它作
为精神纽带唤起了公众的“文化自觉”，提升了公
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传承保护：

挑战仍然很大

“城市之魂，文化铸之”。大运河“入遗”，聊城
又将如何把独有的运河文化更好地传承保护、治
理发展？

据聊城市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聊城市已
经依据《山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
法》，制定出台《加强大运河聊城段遗产保护管理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
部门严格执行规定，加强大运河聊城段遗产保护
管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大运河各类水工遗存、历
史遗存和相关附属设施。充分发挥大运河文化遗
产资源的优势和特色，抓好保护和利用工作，打
造“运河古都”文化品牌，使之成为促进和带动聊
城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亮点。

同时，积极借鉴国际遗产保护先进理念，设

立专门的大运河遗产档案中心，保障遗产构成元
素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并以运河沿岸城镇为龙
头，结合南水北调工程，对运河相关景区资源进
行整合，建设带动两岸经济发展的运河文化长
廊，从而形成运河文化带。

针对沿线开发设计，必须以发掘和弘扬运河
文化为主题，对运河城市段的土地使用功能、空
间形态、建筑布局、交通组织、地下空间利用、环
境设计等进行综合考虑，做到熔历史文化、传统
文化、科学文化、休闲文化为一炉，集信息交流、
娱乐休闲、旅游为一体。还要在传统古朴上、地方
特色上做文章，发展现代运河文化，全力提升聊
城运河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将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这样就能使传统文化资
源得以激活，让传统文化得到开发性保护。

然而，部分专家学者则认为，运河入遗给聊
城带来的也不都是发展机遇，还有运河文化传承
保护与智力发展的新挑战。大运河聊城段河段漫
长，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仅元明清所建船闸就有
30多处，还不包括沿线桥梁、码头、特色府邸等历
史遗迹，发掘维护相当困难，加上部分河段干涸，
历史信息采集考证也面临挑战，在保护手段相对
欠缺的情况下规模开发，难免会破坏原有风貌。

“运河入遗，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开发，而是如
何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比开发更重要。我
更愿意把运河入遗看成一个新契机，能让我们重
新摸索一条新的世界遗产保护之路。所以说，聊
城迎来一个传承保护与治理发展的新临界点，这
也将是市委、市政府必须接受的一道考题。”聊城
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李泉说。

大运河聊城段7处点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运河“入遗”给聊城带来什么

◆6月22日，38届世界遗产大会

投票通过中国提交的“大运河”申请

世界文化遗产申请，“大运河”被正

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此次

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聊城段

的7处运河遗产点段，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8年运河申遗，聊城做了哪些

工作？运河“入遗”将给聊城带来什

么？聊城又该如何更好地传承保护这

些世界文化遗产？记者就此进行了深

入探访。

河道整治后的大运河临清段，逐
渐恢复了当年的美丽景色。

（聊城市文物局提供）

（大运河“入遗”相关报道，详见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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