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使苗木健康生长，市园林绿
化处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行
“定人、定岗、定责”规范化管理 ，
细化每个员工的“责任田”。

根据苗木的不同生长习性

和自然树型，市园林绿化处运用
抹芽、疏枝 、短截等不同修剪手
法，进行整形修剪，共修剪模纹花
坛 345996平方米、乔木 1133株、
花灌木 1389株、草坪 123040平方
米，抹芽 1994株；路段除草 341190

平方米。
市园林绿化处还在各大型绿

地、游园广场及绿化带内清扫落叶、
杂草，清除悬挂物等垃圾，共清扫公
共绿地硬化面 2674130平方米 ，保
洁 6513391平方米 ； 擦拭果皮箱
6530个次，清理垃圾箱 6010个次；
擦洗公园座椅 7524个次、 宣传栏
819个次 、警示牌 1216个次 ；清运
园林垃圾货车 145辆次 、 三轮车
1129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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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旧小区成为更高品质生活空间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是 提

升 群 众 获 得

感 的 重 要 工

作。近年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驶入快车道。近
5 年，全国改造 16.7 万个老旧小区，惠及 2900 多万
户 8000 多万居民， 极大改善了部分群众的生活条
件。 不久前，住建部负责人介绍，2023 年有望再开
工改造 5 万个以上老旧小区， 力争让 2000 万居民
获益。 政府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不懈努力，给更多
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住有所居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石。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
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
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几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住房
条件明显改善，但部分老旧小区出现失修、失管、失
养，以及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等现象，亟待改造。当
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5.2%，城市建设的
重点转入对存量的提质增效阶段，把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不仅有助于改善人居

环境，促进产业投资，还可以优化城市功能。
社区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的关键载体，老旧小区改造要在更好满足居民生活
需要方面下更大功夫。 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建
设安全健康、 设施完善、 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
区”。也就是说，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要注重满足居民
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也要考虑如何根据实际
条件打造更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比如，除了加装电
梯、完善配套设施等，还应考虑在小区及周边配建
幼儿园、老年服务站、理发店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不仅要增加公共活动场地，还应进行适老化和适儿
化改造。

这并不是说要进行大拆大建，而是要通过合理
的微改造， 让居住在老旧小区的群众生活更方便、
更舒心。事实上，一些地方已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比如，江苏印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适宜推广应用
技术手册（试行）》，整合了适老社区、儿童友好型社
区等理念，提出基础设施改造和公共空间优化等技
术体系，并列举技术要点，提供“菜单式”改造清单。

坚持以人为本，把握改造重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定能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项惠及民生的好
事做好。

群众的生活品质， 和社区治理水平息息相关。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房屋和环境的翻新，更是在基
层推进的一项社会治理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就在居
民身边进行，应充分尊重居民意愿，改造前问需于
民，改造过程请居民监督，改造后问效于民。将社区
治理能力建设融入改造过程，并以此为契机完善小
区长效管理机制，有助于激发居民参与改造的主动
性、积极性。改善硬件设施的同时，实现治理“软件”
的同步升级，才能让社区始终葆有生机活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

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殷切期盼。新征程
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改造提升
城镇老旧小区，推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定能使社区更健康、
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进一步推动实现人民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得好”
的飞跃。 周人杰

省生态环境厅对全省 40 个在用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水源开展监测，结果显示———

本报讯 （记者 张迪） 近日，河
南省生态环境厅对全省 18个省辖

市（示范区）40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水源开展监测，根据监测数据，
我市 2个水源水质均达标， 达到或
优于Ⅲ类标准。

所谓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
是指进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的，具
有一定取水规模 （供水人口一般大
于 1000人）的在用 、备用和规划水
源。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和饮用
水的区别在于，饮用水水源为原水，
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 水源水经自
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 《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
系统作为饮用水。

据了解 ，全省 18个省辖市 （示
范区）共有 40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水源， 其中地表水水源 16个
（河流型 13个、 湖库型 3个）、 地
下水水源 24个。 地表水水源 ， 即
河流型水源在水厂取水口上游 100

米附近处设置监测断面， 水厂在同

一河流有多个取水口 ， 在最上游
100米处设置监测断面； 湖库型水
源原则上按常规监测点位采样， 在
每个水源取水口周边 100米处设置

1个监测点位进行采样。 河流及湖、
库采样深度为水面下 0.5米处。 地
下水水源中具备采样条件的， 在抽
水井采样； 如不具备采样条件， 在
自来水厂的汇水区 （加氯前） 采样。

监测结果显示，全省 18个省辖
市（示范区）实际取用 32个在用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全部达标。全省 18
个省辖市（示范区）实际取用集中式
地表水饮用水源 16个 ，全部达到或
优于Ⅲ类标准。 全省 18个省辖市
（示范区）实际取用集中式地下水饮
用水源 16个（另有 8个地下水饮用
水源本月未启用） ，全部达标，达到
或优于Ⅲ类标准。 其中，濮阳市分别
监测了西水坡（调节池）和李子园地
下水井群（濮阳水厂）的地表水和地
下水，水源水质均达标，达到或优于
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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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丹 通讯员 郭振波）5月
10日，我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养老护理
员实训基地命名工作会议在市民政局召开，为
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命名，为省、
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实训基地授牌。

据悉， 为推动全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落实我
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 实训基地遴选工作 ，
在省民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社厅命名濮阳
职业技术学院为省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
濮阳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为省级养老服务人

才实训基地的基础上， 市民政局、 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在全市遴选出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等 10家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 濮阳
县光明医院医护养老中心等 10家养老护理员

实训基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 我市

377.2万常住人口中 ，65岁以上人口为 49.6
万，占总人口的 13.2%，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占比上升了 5.5个百分点，全市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深。 此次遴选出的 10所市级养老
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和 10所养老护理员实训基

地将为我市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
10所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 将充

分发挥学院专业、师资和教学优势，开设老年
服务与管理、护理、中医护理、中医康复保健、
康复技术、营养、健康管理等相关专业和课程，
加强养老护理专业技能培训，加强师资力量建
设，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
地将满足年培养 4000人次以上养老服务专业

人才的需求。 同时遴选出的 10所养老护理员
实训基地， 将满足每年 2000名养老护理员实
训的需求；发挥专业特长，培育专业人员，积极
开辟培训场地，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和
实训基地的互联互通；加强与全市民政部门和
养老护理机构合作交流，坚持互惠互利、合作
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校企合作、工学一
体、产教结合，全面开启多内容、多层次、多渠
道、 多形式的养老护理专业人才培训模式，办
出濮阳特色、濮阳模式，为加快推进全市养老
服务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
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设立养老服务

人才培养基地和养老护理员实训基地是推动“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的
重要载体， 也是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人才强市战略的
重要保障，目的就是为养老服务业输送优秀管理人才、服务人才，提升养老
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满足我市对专业养老服务人才日益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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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市园林绿化处以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为契机，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坚持因地制宜、持续增绿添
彩、下足“绣花”功夫，打造了层次分明、高低错落、色彩各异、温馨
浓郁的园林景观，切实提升了城市品质和城市发展质量，为美丽
濮阳建设贡献园林力量。

为丰富城市色彩、 提升城市魅
力， 市园林绿化处持续推进增绿添
彩， 先后在濮水公园、 马颊河等处
栽植清秀飘逸的粉黛乱子草 300余

平方米， 铺种草坪 8000余平方米；
在市龙城广场立体花坛、 人民路部
分路段更新栽植角堇、 矮牵牛等草
花。 绿地内栽植了大量的月季、 樱
花、 海棠、 榆叶梅、 宿根地被等开
花植物， 打造四季有景可赏的园林
景观。 以区域景观提升为目标， 按
照 “全覆盖、 无缝隙” 的要求， 对
辖区内绿地实施苗木补植、 修剪整
形、 增绿添彩等精细化管理， 消除
绿化苗木缺株断垄、 裸露地表等现
象， 力争让多彩亮丽、 干净整洁的

城市街区、 公园绿地成为市民触手
可及的美景 。 “进入 5 月的龙城 ，
各色鲜花竞相绽放， 市城区到处是
绿地、 小公园， 林在城中、 城在绿
中， 无论到哪儿都能看到绿色， 环
境不仅美还特别干净。” 5 月 10 日，
市民王慧说。

初夏的濮阳，月季花开艳丽，香
味芬芳，红色、粉色、黄色……一朵朵
美丽的月季花连成了花海。市园林绿
化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目
前，已在市龙城广场、濮水公园、胜利
路等处增植月季 3.8万余株，补植乔
木 100余株、花灌木 300余株，打造
模纹花坛景观约 2.2万平方米，栽种
地被植物约 1.5万平方米。

精细化管理 打造城市景观

彩化城市 打造锦绣龙城

本报讯 5月 7日 、8日 ，“蓝图
杯”2023首届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
联赛 （濮阳站） 和 “行走是吾乡”·
2023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 （濮阳
站）顺利结束，两项赛事的举办对我
市体育发展意义重大， 也将掀起全
民健身的新热潮，充分展示“厚重濮
阳、魅力龙乡”的风采。

为保证赛事期间用电万无一

失，国网濮阳供电公司高度重视，在
比赛前夕主动对接地方政府赛事相

关负责人，征询赛事用电需求，制订
详细周密的保供电方案。 组织相关
工作人员对赛事现场多次实地勘

察， 详细查看现场电源点和周围环
境，做好现场危险点分析预控、人员
分工等工作， 确保赛事保电工作高
效有序； 组织人员对涉及赛事的变
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排查，对

设备健康情况进行摸底，及时消缺，
全力保障赛事期间电网设备安全、
稳定、可靠运行。 同时，组织用电检
查人员， 对选手驻地酒店内部线路
进行全面巡视、排查，及时消除潜在
缺陷，确保涉赛场所用电安全。

比赛期间， 国网濮阳供电公司
组织保电工作人员和应急发电车驻

守现场，提前做好赛事启动会、颁奖
环节、 电视现场直播等区域的应急
发电车电源接入工作， 对安全供电
进行全程监护， 并根据现场状况快
速调整抢修力量， 确保出现问题能
够第一时间抢修到位， 及时恢复正
常供电。

两项比赛期间未发生任何供电

异常， 标志着国网濮阳供电公司圆
满完成了赛事各项任务的电力应急

保障任务。 （蔡维彤 王凌博）

圆满完成两项自行车赛事保电任务

图①： 市龙城广场的
月见草给城市带来了小清

新的感觉。
图②： 成片的月季花

竞相开放。
图③： 市龙城广场在

模纹花坛的装扮下显得更

加美丽。
图④： 市城区河畔的

大滨菊亭亭玉立。
图⑤： 城市街道旁的

月季花丛分外美丽。
图⑥： 美丽的市龙城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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