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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书写美好生活新答卷

踔厉奋发 奏响绣花治理最强音
———濮阳市建市四十年城市管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贺德敬 通讯员 房银臻 文//图

1984 年 8 月，市城区市政道路破土动工，正式拉
开城市建设的帷幕。 从一无所有到鳞次栉比，快速推
进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为群众安居乐业奠定了坚
实基础。

市政脉络四通八达

道路是城市的“血管”。 经过科学规划、接续建
设， 市城区 200 余条主次干道、515 公里市政道路纵
横交错，59 座桥梁横跨河湖之上， 形成纵贯南北、横
穿东西的路网骨架， 路面宽敞平坦， 道缘石整齐规
范， 井盖水箅稳定牢固， 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畅通完
好，良好的道路环境便捷了群众出行，更畅通了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之路。

排水系统是城市的“良心”。 与市政道路同步铺
展的， 是 522 公里雨水管线、450 公里污水管线、24
座雨水泵站、9 座污水泵、11 座一体化智能截流井、
1.5 万座检查井、1.8 万个雨水口，与 5 座污水处理厂
共同构建起市城区排水生命线， 实现污雨水有序收
集、高效提排、达标处理，塑造了城市韧性和综合承
载力。

路灯是城市的“眼睛”。 敷设照明线路 460 公里，
安装路灯 3.45 万盏、景观亮化灯 2 万余盏，98%以上
的路灯实现数字化自动监控， 年平均亮灯率 98%以
上，设施完好率 99%以上，园区亮化、河道亮化、楼体
亮化和道路照明层次分明、 绚丽多彩， 在光影流动
间，点亮了市民喜乐祥和的生活。

环卫功能逐步完善

公厕是城市的“窗口”。 建市之初，公厕主要以露
天为主，设施简陋，卫生条件较差。2020 年年底，市城
区第一座“智慧公厕”建成。 如今，市城区共有公厕
220 余座，其中 20 余座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残疾人专
用无障碍通道、第三卫生间、儿童专用设施等齐全完
备，部分安装有能够显示有无蹲位的智能化设备，内
部干净整洁，24 小时免费开放。 小小的公厕，清晰地
展示了濮阳环卫设施迈向现代化的发展踪迹， 折射
出城市文明之光。

垃圾转运站是城市的“环卫枢纽”。2011 年年底，
自卸式垃圾清运车开始逐步被带压缩箱的现代化清

运车取代；2020 年，市城区最后一批地坑式垃圾中转
站改造完成，垃圾转运设施更加环保、洁净。 目前，市
城区共有垃圾中转站 80 余座，平均每天接收生活垃
圾 800 余立方米，经过集中消杀、压缩，由 40 余辆清
运车送往垃圾处理厂，实现日产日清、高效转运，维
护着城市洁净与群众健康。

生活垃圾既是“社会公害”，也是潜在的“无价之
宝”，关键在如何处理。2011 年 3 月，一座现代化的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建成投用， 总库容 260 万立方
米， 标志着我市生活垃圾处理从露天无序堆放走向
规范化处置填埋。

2020 年 5 月， 我市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建成投运， 开启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新模式。 2021

年，2 座道路清扫车干湿垃圾处
理站建成，为环卫清扫车

辆垃圾提供了 “归
宿”。 2022 年年
底 ， 全市 4
座生活垃

圾焚烧

发电厂建成，完成“零填埋”目标，实现生活垃圾资源
化综合利用的历史转变。

2023 年， 我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加快推
进，设施短板正在逐步补齐，科学合理的现代化生活
垃圾处理体系即将建立。 同时，192 个生活垃圾分类
亭进入市城区 41 个居民小区和公园、医院，居民区
分类投放收集设施覆盖率达 85.42%， 引领了绿色生
活新风尚。

绿化景观扮靓城市

绿化是城市的“外衣”。 1992 年，我市“资历最老”
的公园———戚城文物景区正式开工建设， 由此开启
了一代代人的美好记忆，见证了濮阳的变迁与发展。

1995 年，在市委、市政府“用三年时间把濮阳建
成国家园林城市”的号召下，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进入
发展快车道。 龙城广场、濮上园、中原绿色庄园、濮水
公园、德胜公园、龙山公园、龙湖滨湖公园、马颊河滨
湖公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黄河路、胜利路、人民
路、建设路、京开大道、振兴路、开州路、中原路等道
路绿化完成，城区绿地面积快速增加，景观效果大幅
提升。

1999 年，我市顺利通过国家园林城市验收，成为
中西部地区第一座国家园林城市。 2002 年，我市相继
获得“国际花园城市”、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 等荣誉称号，
创造了城市园林绿化行业的“濮阳现象”，受到中央
电视台和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
改革报》及省内主流新闻媒体广泛报道，成为全国行
业标杆之一。 濮阳市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 “人居佳
境、中原绿洲”。

进入新时代，营造精、细、雅、洁的宜居环境成为
园林绿化新目标。 2005 年 11 月，龙城广场“中华第一
龙”龙形雕塑落成，展示出腾飞向上、一飞冲天、朝气
蓬勃、团结奋进的龙都精神，成为城市最具代表性的
地标建筑之一。

2010 年以来，我市围绕中心城区综合提升，先后
完成市城区主干道及公园广场、 城市入口等重点部
位绿化景观提升，建设 40 余处街头小微游园、“口袋
公园”，大力实施见地植绿、见缝插绿、拆迁建绿，让
零星的绿、禁锢的绿变成开放的绿、共享的绿。

如今的濮阳，拥有公园游园 77 处，公园绿地总
面积 1012 万平方米，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8 平方
米，城市绿化覆盖率 43.86%，绿地率 38.97%，城市道
路绿化率 100%，省级园林达标路 40 条，街头绿地、道
路绿化和公园绿地 “点 、线 、面 ”无缝对接 ，“三季有
花、四季常绿、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的美丽画卷徐徐
展开。

公用保障惠民济世

水是生存之本。 2016 年 6 月，随着南水北调配套
工程（市第三水厂）建成投运，市城区居民全部喝上
了优质丹江水，结束了饮用黄河水的历史。 饮用水源
从地下水到黄河水再到丹江水， 供水管网从 59.5 公
里到 936 公里，日供水能力从 6 万立方米到 28 万立
方米，市城区供水管网覆盖率 100%，每一个变化都诠
释着供水事业的持续发展。

燃气连着百姓“烟火”。 濮阳因油气资源丰富，市
城区居民较早用上了管道天然气，并于 2012 年成功
引进第二气源， 实现双气源供应。 2019 年，“气化濮
阳”工程完工，在全省率先实现管道燃气“村村通”。
如今， 市城区 3196 公里燃气管网交织形成环状，覆
盖率100%， 平均每天向 44万余用户输送燃气 71.3
万立方米。从劈柴做饭到气通万家，改变的是群
众洁净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是城市浓浓“烟
火”气息。

供暖热度传递城市温度 。 1986
年， 作为全省首个集中供热试点城
市， 我市对市城区开始集中供热。
1987 年， 我市第一座供热站成立，
初始供热面积只有 30 万平方米。
随后 ，308 座换热站相继建立 ，
1943 公里供热管网通向千家万户，
辐射面积 3948 万平方米，管网覆盖
率达 98.7%，位居全省第一，让 20 万
余户热用户在冬日里感受春的温暖。

在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管理
和良好的公共服务， 是城市工作的重头， 不能见物不见
人。 ”在不断的探索创新中，我市城市管理和服务逐步从粗
放式走向精细化、科学化、法治化，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
更加方便、更加舒心、更加美好。

城市运行平稳高效

数字化管理是提升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支撑。
2013 年 4 月，濮阳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建成试运行，建

立城市基础设施信息数据库，采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数字
城管 V11 系统，使用实景三维影像技术，建成全省第一家
共享“满天星”工程，开启我市城市管理数字化、立体化新
时代。

2020 年 ，按照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 、更智慧一些 ”目
标， 数字城管系统完成智慧化升级， 汇集 19 万个城市部
件、2 万余路视频监控、300 余辆环卫车辆、308 座换热站、
24 座雨水泵站等城市数据，建成智慧环卫、城市防汛、公
用事业等 13 个应用场景，共享公安、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住建和大数据 5 个部门资源，建立横向覆盖各区
及 18 个市直责任单位， 纵向延伸至各街道的网
格化工作体系，在全省率先实现城市数据“一
屏统揽”、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城市问题
“一网推送”，构建起“1+3+N”的智慧城
管体系， 实现城市管理从被动向主
动、从粗放到精细、从单一向协同
的转变， 于 2021 年荣获第 18 届
中州城市科学奖运行管理二等奖、
拓展创新二等奖。

城市应急保障是城市服务能力的

“试金石”。
为了让 “城市看海”“一场雪瘫痪一座

城”成为往事，我市城市管理部门“一棒接着一
棒干”“一锤接着一锤敲”，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不断
细化完善城市应急预案，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健全部
门联动联防机制， 组建起 17 支共 600 余人的防汛突击
队、100 余人的城市生命线工程专业抢险队、50 余人的城
镇内涝防汛专家库及城市清雪除冰应急队，配备移动防汛
泵车、应急抽水泵等防汛机械 40 余台，铲雪车、雪滚车等
清雪除冰设备 71 余台，备足备齐各类应急物资，加强应急
演练和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城市应急和保障能力。

2019 年年初，实现建市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机
械化清雪除冰；2021 年，战胜百年一遇、建市以来最大降
雨，2023 年，迎战台风“杜苏芮”……他们以风雪为令，挺
身而出，各司其职、各展其能，在一次次实战大战中锤炼了
应急处突的“硬能力”，为群众开辟出一条条“绿色通道”。

安全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市城市管理部门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严格落
实安全责任制，紧盯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持续排查整治
风险隐患，健全制度约束机制，织密织细防护网，坚
决防范和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全力营造安全的城
市公共环境。

我市先后出台《濮阳市燃气管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管道燃气安全经
营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持续
排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加快推进
燃气老旧管网改造、 燃气安全装
置加装，维护燃气行业形势稳定。
全面排查窨井设施凸起、下沉、破
损、丢失等问题，按照“先急后缓、分
类施治、一盖一策”原则，完成全市 2.2

万座窨井盖整治工作，制定《濮阳市
窨井设施管理办法（试行）》，守护群
众“脚底下的安全”。 先后组织完成两
轮市城区大型户外广告专项治理行动，
拆除违规广告设施 3550 处 6.41 万平方
米，消除群众“头顶上的隐患”，净化城市空
间。

人居环境优良宜居

市容环境关乎城市“面子”。
从建市之初“一把扫帚打天下”，到如

今各类现代化清扫机械唱主角， 市城区主
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 100%， 每天 115 台
次环卫机械多机种联合作业， 对 1268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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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市以来，随着机构改革的浪潮，市政、公用、环
卫、执法等队伍逐步整合重构、汇聚壮大，发展成一
支近 4000 人的城市管理队伍。 在党的全面领导下，
他们坚定信仰、脚踏实地、勇毅前行，以昂扬奋发的
精神风貌为濮阳的发展添薪助力， 以实际行动践行
新时代城市管理人的使命担当。

旗帜鲜明讲政治

我市城市管理队伍始终把讲政治作为第一要

求，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武装头脑，以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及省市 “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为契
机，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
行 “三会一课”、谈心谈话、双重组织生活、重大事项
报告等制度，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抓实基层党组
织建设，筑牢坚强战斗堡垒。

在历次机构改革中， 我市城市管理队伍坚持以
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主动配合岗位调整，不计
较个人得失，每个人都是顺利改革、平稳过渡的“推
动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城市管理人逆向而行，坚
守在马路、公厕、垃圾场、公园、泵站 、污水厂 、换热
站、供水厂等各条战线，积极投身社区防控一线，疫
情不退、彩灯不撤，水气暖“不停供、不断供”，快速修
复隔离点道路，生动诠释了他们对党忠诚、对人民负
责的精神。

务实重干讲担当

城市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一头连着百姓民生，一
头连着城市发展。

四十年来， 我市历代城市管理人始终坚守初心
和使命， 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第一标准， 做到
“人民城市为人民”；始终锤炼匠心，抬起头来汲取新
理念、新模式、新经验，扑下身子历风雨、强筋骨、长
才干，谨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始终秉
持恒心，团结协作，共同打硬仗、挑重担，用求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向群众履行“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的
朴素承诺。

2019 年，打通“断头路”，提升老旧路 ，“十路一
桥”顺利通车。 2020 年，3 个月完成 500 余项资料的
收集、整理工作，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城市，创造了
“濮阳速度”。 2021 年，派出 4 支救援队支援郑州等地
的抢险救灾和灾后修复工作，展现了“濮阳力量”。

2021 至 2022 年度， 市城区集中供热平稳运行
146 天， 创造建市以来最长供热季；2022 年，15 天高
标准完成中原路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广场绿化提升，
扮靓城市“门户”；高品质设计建成濮阳杂技主题公
园，增绿 8 万平方米，打造了城市“新地标”。

2022 年、2023 年， 濮阳春节亮化连续两年登上
央视新闻；13 天完成濮上园、中原绿色庄园景区环境
全方位“蝶变”升级；按照“一园一主题”要求，打造 10
个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

城市管理人用“闯”的魄力、“拼”的勇气、“干”的
劲头，向人民交上一份份满意答卷。

清正廉洁讲纪律

《贪泉觉爽》 讲的是东晋时期濮阳籍廉吏吴隐之
笑酌贪泉、廉洁守贫的故事。 它通过濮阳市城市管理
局微信公众号， 与众多中国清廉文化历史故事一同，
浸润着每一名城市管理党员干部的内心，成为他们清
廉守正的精神食粮。

我市城市管理系统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把党风

廉政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每年制订完善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台账，落实“一岗双责”，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目标责任书，严格执行签字背书、年度双报告、监督考
核等制度，形成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制订党组工作规则、 党组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清单，
紧紧抓住重点岗位、重要部门，以及“三重一大”等重
要事项，建制堵漏，切实形成制度约束。

我市城市管理系统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强化
依法行政，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法治观
念，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舆论监督。注重抓早抓
小，在重大节日、干部任命等重要节点及时开展廉政
恳谈，严明纪律规矩，做到警钟长鸣；加强廉政思想教
育，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形式
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崇廉、尚廉、乐廉、守廉的浓厚
氛围；驰而不息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清清白白
做人，干干净净干事”的理念历经岁月沉淀，已经融入
城市管理人的血脉之中，成为这支队伍的精神特质。

择一城，终一事，不为繁华易匠心。我市城市管理
人将一如既往、砥砺前行，把群众满意作为城市管理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大力弘扬新时代 “工匠精
神”，精心描绘城市“颜值”、精细打磨城市“气质”，持
续推进城市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濮阳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华章

中奏响城市管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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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②②

⑤⑤

⑧⑧

⑨⑨

①①22002222 年 99 月 3300 日，， 检查国庆期间公园广
场安全工作。。

②②全力开展清雪除冰工作，， 保障群众安全出
行。。

③③22002200 年，，新一代老李热线队伍成立。。
④④22002200 年 88 月升级改造后的濮阳市数字化

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⑤⑤11998866 年市城区第一条市政道路。。
⑥⑥11998899 年 33 月 3311 日，， 濮阳市供水工程试通

水大会召开，，向中原化肥厂试车通水一次成功，，全
年向中原化肥厂及少量城市居民供水 110066 万立方
米。。

⑦⑦22002222 年中原路高速路口及广场绿化改造
提升。。

⑧⑧扎实开展城市防汛，， 有力有效应对多轮强
降雨。。

⑨⑨渣土管理联合执法巡查。。
高铁东站站前广场。。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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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道路进行洗扫、洒水、喷雾和冲洗 ，实行 “以克论
净”。 建立健全市容市貌常态化治理机制，开展集中整
治行动，坚持疏堵结合，强化错时管理，规范占道经营，
清理城市“牛皮癣”，遏制乱搭乱建，有力管控“六乱”现
象，为城市“净颜”。 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成为
对濮阳城市环境的最佳定义。

2022 年 6 月， 随着济郑高铁开通， 我市正式迈入
“高铁时代”。 在摸索创新中，高铁片区的环境卫生、交
通秩序、社会治安、服务接待等综合管理迅速步入制度
化、规范化、精细化轨道，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新 “窗
口”。

生态环境体现城市品质。 守护城市蓝天碧水，是新
时代城市工作的重要使命。 我市坚持科学治污，全面消
除老马颊河黑臭水体，实施污雨水管网清淤疏浚工程，
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提标改造，强化排水管理，持
续推动水生态改善。 坚持依法治污，严格建筑垃圾清运
核准审批，建立城管、交通、交警等部门常态化联合执
法和“三方惩处”机制，建成渣土车实时动态监控平台，
推动渣土车管控实现由“乱”到“治”的规范化、制度化
管理。 坚持精准治污，建立全市餐饮单位动态管理
数据库，建成市、区、办三级联网的餐饮油烟在
线监测平台，强化部门联动联合执法，推行

“十步工作法”，走在全省前列，开创了餐
饮油烟治理的“濮阳方案”。

设施管养彰显城市态度。 我市
城市管理部门不断探索创新城市基

础设施管养机制， 学习先进理念，
创新方式方法， 逐步实现从粗放管

养到精细管养的转变 。 先后出台园林
绿化管养标准、公共绿地管理办法、市政设

施精细化管理制度、城市照明设施精细化管理
方案、窨井设施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量化标

准要求。
严格对照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测评体系，

在日常养护的基础上，对市政道路、园林绿化、公厕、垃
圾中转站等进行“拉网式”大普查，及时组织绿化补植
栽植，消除缺株断带，修补主次干道塌陷破损路面，整
治步道砖、路缘石病害，清理道钉等废弃设施，更换不
亮灯、“眨眼灯”，维修公厕配套设施，确保设施完好、正
常运转，为市民提供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

公共服务优质暖心

行政审批“一网通办”。 围绕“放管服”改革，对城市
管理系统所有行政审批和公用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

理，优化服务流程，全部实行网上“一网通办”、线下“一
窗受理”，利用“i 濮阳”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推广
“掌上办”。 针对门头装修、庆典审批等高频办理事项，
推行电子签字审核、 电子签章出证， 实行容缺受理制
度，压缩办理时限，推行“最多跑一次”服务，让数据多
跑腿、群众少跑路。

水气暖 “一表报装”。 针对水气暖报装时限
长、环节多、涉及部门广、材料繁杂等问题，率先
在全国推出水气暖报装 “321” 承诺服务 、

“六零” 承诺服务等， 全面清理前置审批
事项， 重塑优化工作流程， 形成高效
运行机制。 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活
动中， 我市供水、 供气报装服务连
续 3 年位居全省同行业前列。
民生诉求“一线回应”。 “家有难

题，请找老李”。自 1998 年 4 月 20 日
“老李服务热线”正式开通以来，从 1 部

电话 28 名队员发展为 16 条外线 260 余名队
员， 一代代热线人始终继承发扬创始人李全芳

同志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坚持“把群众的呼
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
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24 小时为群众提供免费水气暖
维修，不断缩短维修半径和时限。 与城管热线 12319 进
行资源功能整合，拓展延伸服务范围，推出“一拨就灵”
义务维修志愿服务，建立贫困群体免费维修基金，累计
接听群众求助近百万件， 提供上门义务维修服务 37.7
万余次，始终保持 100%的处置率、98%的满意率，先后
获得全国学雷锋示范点、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工人先
锋号、全国住建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在政府和群
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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