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芮城永乐宫景区周边的文化创意
园建设现场，已基本打造完成基础设施，机
械穿梭往复，工人挥汗如雨，火热的场面不
仅彰显了与时间赛跑的建设速度，更彰显
了芮城“公园县城”建设的热度。

永乐宫文化创意园项目是芮城县倾力
打造的城市公园项目。近年来，芮城县贯
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晋南市域中心城市的要
求，在一个面积 12 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
在 10 万人左右的县城里，建成了城北公
园、城隍庙公园、寿圣公园等 9 座城市公
园，永乐宫文化创意园、芮翔路带状公园正
在建设当中。匠心品质为城市打造一流作
品，为城市塑造更多全新生活场景。

如今，穿行在芮城大大小小的公园中，
鸟语花香、欢声笑语，市民能够真切地感受
到在幸福中穿行，幸福在城市中生长……

“出门就有小游园”

“公园县城”追求的是什么？芮城给出
的回答是：“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初秋的阳光下，芮城城区的 9 座城市
公园，宛如城市中各处跳动的绿色脉搏，将
芮城的城区全面辐射覆盖，让整座城市都
闪动着绿色的气息、生命的跃动。

如今的芮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
城市，让城在园中，人在景中，成为现实的
可触可感。

在芮城县城中心，坐落着城隍庙公园，
面积达 42亩。

“这里原来就只有城隍庙前面一小块
空地，后来不断扩展成为现在这么一个大
公园。”芮城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副局长张建介绍道，“中间还有一段小插
曲，城隍庙地段非常好，本来是开发商已经
准备拿地做商业开发用途。可是，芮城县
委、县政府把住生态不放松，放弃商业价
值，将这一块寸土寸金的地块保住，留作城
市公园建设，从中确实可见政府打造‘公园
县城’的魄力和决心。”

公园里，家住城隍庙公园旁边瑞祥小
区的居民胡冬霞正带着小孙子在公园里玩
耍。

“每天都会带着孙子来这边转转，感觉
有这个公园挺好的，孩子有了能玩的地方，
不然就得带孩子四处串门儿，或者在家待
着。现在时间还早，人不是很多，到了傍
晚，来这里锻炼、散步的人还是挺多的。”胡
冬霞说道。

城市中心的城隍庙公园，让城市居民
出门见绿；同样在芮城县城东大禹东路与
亚宝南路交叉口处，也“藏”着一座小游园
——人民公园，公园内曲径通幽、绿树成
荫，附近居民有的坐在休闲座椅上悠闲地
聊着天，有的带着孩子在公园里漫步嬉戏。

同时，芮城还通过专业景观设计、绿化
种植，打造了舒朗精致、层次丰富的生态景
观，“家门口”的公园成为受到市民广泛欢
迎的和谐园林、亲民园林。

国槐、金丝垂柳、丁香、榆叶梅等树种
遍布公园，树状月季、月季球等开花植物点
缀其间，三季见花、四季见绿。

芮城公园建设，让市民出门见绿、移步
见景、小行见园。

据张建介绍，从 2010 年开始，芮城就
开始推进“公园县城”的相关规划。据悉，
规划结合芮城县现状及总体规划，延续和
利用城市山、水、城、林等自然生态骨架特
征，扩展城市园林绿地规模，提升城市绿化
水平与档次，改善人居环境，丰富城市景
观，最终将芮城建设成一个融合自然风光
与人文景观、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宜居、

宜商、宜游的特色生态绿城。
芮城以全域性、均衡性、功能化、景观化

和特色化为原则，统筹布局城市公园、社区公
园、专类公园、游园以及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等多种类型公园，构
建区域公园、城镇公园、乡村公园等多类型公
园，提升城市生态系统质量，铺垫公园县城绿
色基底。

目前，芮城正在推进带状公园建设，将进
一步提高居民“出门见园”的程度。

据芮城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城
建股股长张辉介绍，带状公园是指沿城市道
路、城墙、水系等，有一定游憩设施的狭长绿
地。带状公园是绿地系统中颇具特色的构成
要素，不仅具有公园的普遍功能，而且承担着
县城生态廊道的职能。当下，芮城在城区内
部共规划设置了多处这种公园。

“带状公园将建有慢行步道、人行道、建
筑小品，以及相关的绿化设施。同时，带状公
园还将注重小区入口与公园连通，更好地为
周边居民服务。”张辉说。

“颜值高，气韵独特”

连日来，位于芮城县寿圣寺北侧的寿圣
公园里，休闲、游玩的人们被一块块“芮城
好人”的展示牌吸引着。和公园风格浑然一
体 的 15 块 精 美 展 示 牌 ， 详 细 介 绍 了 15 名

“芮城好人”的事迹，既增添了公园亮点，
又把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
设融入人们的休闲娱乐之中。

芮城县委、县政府在全力建设国家级生
态文明示范县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
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县好
人好事竞相涌现，道德模范层出不穷。为进
一步引导全县人民学模范、争先进，县委宣
传部、县文明办从近年来涌现出的众多好人
好事中，精心遴选出 15 名具有代表性的人
物及故事，在公园中集中展示。

这些模范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
有激情豪迈的言语，有的只是在生活、工作
中的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第六届全国道德
模 范 候 选 人 孙 银 聪 坚 强 执 着 ， 28 年 如 一
日，照顾瘫痪儿媳，撑起一个幸福家庭；好
人张当义收留一名流浪汉 7 年，像对待亲人
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通过一些零星信

息，终于为其找到了家。还有志在荒山一片
绿的“山西好人”高文毓、大山送报人崔宏
选、舍身救人好少年柴川等。以“芮城好
人”为内容的公园主题，吸引感染着每个游
人。

“这是又名‘好人公园’的寿圣公园。
这个以‘好人’为主题的公园占地 180 亩，
是 9个公园中较大的一个。”张辉介绍道。

让我们将视线转向芮城县城城区的另一
座主题公园——法治公园。

走进法治公园，迎面看到的就是由知名
法治媒体赞助提供的一面 40 平方米的电视
大屏幕，屏幕上正播放着防止电信诈骗的宣
传短片，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上午 10
点多，在这里锻炼的人依然不在少数。

据介绍，该法治主题公园共分 4 个板
块。第一个板块为法治宣传循环圈，通过宣
传展板宣讲 《国家安全法》、扫黑除恶、打
击非法集资和电信诈骗等方面的内容。第二
个板块为法治宣传核心区，有温馨亲切的法
律小贴士，也有鼓舞人心的楹联标语。第三
个板块为法治宣传制高点，园中的石山上篆
刻着“法治芮城、法泽百姓、法润民心、法
安天下”的红色大字，鲜艳夺目。第四个板
块为法治宣誓小广场，今后芮城县国家公职
人员的任职宣誓，人民法官、检察官、人民
警察的入职宣誓仪式都将在这里进行。

同时，该主题公园也是芮城普法教育的
大课堂，这里将经常开展法治芮城讲座，举
办法治夜校，上演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
目，展播法治教育宣传片和微电影。

近两年，芮城除了在“颜值”上做足功
课外，更在公园的“气韵”上独树一帜。公园
建设者们通过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元素，将其
引入城市文化品质公园理念建设中。

公园主题化建设就是通过挖掘“芮城元
素”文化内涵，彰显一个城市的个性，更反映
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居民的心态、追求和品
位。

“芮城未来公园主题化建设将继续挖掘
芮城本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使之
与园林建设相结合，就像在建的芮城永乐宫
文化创意园以及在建的风陵渡黄河文明遗址
公园等，都是通过城市公园，传递芮城的黄
河文化、壁画文化、农耕文化等，以此满足
不同层次市民的游园需求。”张建说。

洗车、充电、打篮球……

手机扫码，微信支付之后，拔出水枪就可
实现自动出水。

“哧……”直线水柱从水管喷出时，市民
王乾坤笑着说，“冲力还挺大的，洗得还是挺
干净的。”

王乾坤口中所说的水枪，是从寿圣公园
里四个露天洗车位旁“站”着的智能洗车机器
上拔下的。自助洗车机上贴有“24 小时自助
洗车”“标准洗车流程”等字样，两旁悬挂着高
压水枪，通过手机扫码支付后，人人都可以使
用这些智能洗车机器洗车。

在这些智能洗车机器机身上，详细地写
着自助洗车的操作流程，扫码、洗车，全过程
十来分钟就可完成。

“相比在人工洗车店三四十元一次的洗
车服务，我在这里花了六七块钱就可以搞定
了。”王乾坤洗完车后，把手机里的支付账单
拿给记者看，“洗一次车挺便宜的，而且这个
洗车是 24 小时开放，有时候我下班晚了，也
可以随时来洗，很方便。自从知道咱们公园
里有这个自助智能洗车服务后，我基本上就
只来这边洗了。”

芮城县城公园里的便民设施中，除了智
能自助洗车设备，还有篮球场等，都深受市民
青睐。

在寿圣公园的一角，篮球场上除了有挥
汗 如 雨 的 年 轻 人 ，还 有 一 位 头 发 花 白 的 大
爷。“我今年 73 岁了，年轻时就喜欢打球，习
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这位高姓大爷表示，
自己现在每天要投 500 个篮，从早到晚分五
个时段投完。他家就在公园旁边的小区里，
每次投完篮他都会回家休息，下次再步行过
来，也就 5分钟路程。

在另一块场地上打球的市民小张也表达
了对篮球场建设的满意。小张说：“跟朋友一
起打球，约人难，约场地更难，我们打球有时
候约在单位或者学校里的球场，有时候在付
费球场，这都经常存在约不上球场的情况。
自从公园里建了篮球场，不用预约也不收费，
而且离我们几个家也都很近，确实让我们打
球啊运动啊都有了好去处。”

“我们在这里筹建了 3 个篮球场，现在是
上午，球场的‘争夺’还不是很激烈，到了晚上
和周末，这里打球的人着实不少。”张辉说。

篮球场不远处，是一间古色古香的公共
厕所，比普通公共厕所要大上许多，而且宽敞
明亮、干净卫生。

公厕，是城市居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透过这一窗口，人们不仅可以观察城市的文
明程度，还可以感受城市的内在品质。记者
注意到，几乎每座公园里，都建有一座以上的
公共厕所，游园群众及路过群众使用起来，都
非常便利。

除了智能自助洗车、篮球场、公共厕所之
外，芮城的公园里还有汽车充电桩、垃圾中转
站等多种便民设施。

近年来，芮城对公园的道路排水设施、绿
化景观设施、城市照明设施等全面提升改造，
新增部分休闲、运动服务、游憩设施，完善区
域停车功能，配套建设环卫、标识标牌等设
施。

在芮城，城市公园除了提供绿化、居民休
闲、避险等价值之外，还承担了多项市政功
能，让公园更具价值魅力。这基于芮城在城
市公园运营管理上的与时俱进。

“公园的运营管理是一项持续性的长效
管理工作，需要管理方和市民朋友的共同努
力才能营造可持续性的生态环境。我们将继
续加大力度，不断完善各项工作举措，着重在
提升公园硬件设施和便民服务上下功夫，进
一步提升芮城人民的幸福指数。”张建说。

芮城建设“公园县城”，创造“品质生活”空间——

幸福在公园里生长
本报记者 朱 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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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垣曲县紧紧围绕整治总体目标，细
化整治内容、严格整治标准、跟踪督查检查，形
成了领导带头、人人参与、村村争先的良好局
面，取得了农村人居环境和群众获得感的“双提
升”。

一是最强力的领导“推”起来。根据省、市
关于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工作有关要求，
县委召开全县农村工作会议，对“六乱”整治百
日攻坚专项行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出台实
施方案，成立领导机构，建立县级领导包乡镇、
乡镇领导包村、乡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包户的

“六乱”整治三级领导包联机制，确定整治范围
及任务，迅速在全县掀起了整治热潮。

二是最广泛的宣传“动”起来。全县动员部
署会议召开后，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迅速动员发
动，把组织动员群众参与作为有效推进整治工
作的关键环节，安排专人进村入户发动宣传。
各乡镇在《山西日报》《运城日报》、“三晋先锋”

“运城党建网”“运城新闻频道”“学习强国”山西
学习平台等媒体发表“六乱”整治宣传报道 30
余篇，制作美篇、微信、抖音等“六乱”整治作品
百余件，营造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浓厚氛围，有
效激发了群众热情。

三是最严格的标准“整”起来。结合实际情
况，聚焦“生态宜居”，制定严格的整治标准，全
县村集体投入资金 260 余万元，县财政局安排

“六乱”整治预算资金 650 万元，现已安排实施
项目资金 250 万元。截至目前，消除交通沿线
安全隐患 224 处，清理各类垃圾 9000 余吨，拆除
违法建筑 1557 处，取缔违法占地 100 处。根据
市乡村振兴局要求，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321”工程，通过乡镇申报、县级观摩评比，确定
皋落乡、长直乡、王茅镇为今年的整治示范乡
镇。

四是最严厉的督导“查”起来。为了确保整
治效果，成立专项督查组，对全县各行政村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经常性督查检查。各包
乡镇领导定期深入所包联乡镇，督促推动专项
行动高效开展，切实做好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县纪委监委把“六乱”整治作为一项重
要的工作内容来抓，对各部门、各乡镇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明察暗访，督促落实。到目前为止，专
项督查对 11 个乡镇 71 个行政村全覆盖，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

五是最完善的机制“建”起来。建立了“六
乱”整治行动调度机制，全面实施台账管理，各
乡镇两天报动态、一周报进度、一月一调度，确
保工作稳步推进。实行网格精细化管理，村庄
街巷由党员包片，形成了专人管理、村支委监
督、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完善机制长效管理，
长直乡完善了《村规民约》《卫生公约》，与村民
签订责任书，将“五星级文明户”评选与村民门
前“三包”相结合，设立了红黑榜；皋落乡建立了

“路长制”“保洁员”工作机制；毛家湾镇采取“推
磨式”摸排、点对点通报、考核式观摩，倒逼责任
落实到位；新城镇在精与细、治与管、长与常上
下功夫；蒲掌乡分阶段进行观摩评比，建立了奖
优罚末的激励机制；王茅镇和英言镇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让专业化的社会团队参与到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

（鲁亚雷 张 辉）

垣曲以“五最”治“六乱”

“城市必须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蔓延，一旦发
展他们要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间
交替着绿叶。”格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这样
写道。

当变化成了常态，更新成为城市进化的表征时，
如何让城市变得更新更好更宜居？

城北公园、城隍庙公园、人民公园……10 年间，
一个个景色优美的城市公园
如花儿一样在芮城县城城区
内次第绽放，每天吸引着数
以千计的市民到此锻炼和休
闲，人与城市、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画卷收获无数赞美。

10 万 余 平 方 公 里 的 县
城 ，让 市 民 出 门“300 米 见
绿，500 米见园”。这种做法
和魄力，让我们感受到，建设
更美丽、更宜居、更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城
市，正成为芮城行进的方向。

更美丽，在这些公园里感受诗意栖居的美学价
值。芮城坚持用美学观点审视城市发展，通过以形
筑城、以绿营城、以水润城，将城市全部景观组成一
幅疏密有致、气韵生动的诗意城市新画卷，形成具有
独特美学价值的现代城市新意象。从宏观上看，在
生态优先为基调的芮城县城城区，9 座公园犹如 9 颗
晶莹的露珠，点缀其间，让整座城市充满朝气与生
机，在建的带状公园，则犹如一条绿色的枝茎，更是
一座生态廊道，以高标准生态绿道串联城市公园，科
学布局可进入可参与的休闲游憩和绿色开放空间，

推动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相融合、休闲体验与审美
感知相统一。从微观上看，每座公园里的绿化、水
系、通幽曲径……无一不体现着绿色生态美学给市
民提供的绿色生活空间和绿色消费场所。

更宜居，一个个城市公园建成，不仅提高了城市
的绿化率，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更
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了栖息地，着力提供简约健康的

生活价值。城市公园是孩子
的游乐场，是运动达人的“健
身房”，也是上班族散步解压
的场所。城市公园不是城市
的“面子”，而是市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乐园。芮城很多
公园里，更是增加了智能洗
车 、充 电 桩 、LED 大 屏 幕 等
便民设施，让城市居民在公
园中享有更多服务，使闲适

市井生活与良好生态环境相得益彰。
更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芮城的公园和

绿地越来越多地建在了小区边、学校边、商场边，建
在了城市中心、交通枢纽要道。“留白增绿”为城市带
来了新生机，也提高了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芮城公
园建设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城市
建设，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
文相融，引导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
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高品
质生活，让市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让
环境与人形成良性互动。

进化中的城市
朱 姝

8 月 23 日，走进河津市柴家镇夏村宏波葡
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棚内，一串串晶莹剔透
的葡萄惹人喜爱，一股股葡萄的清香沁人心脾，
有的绿如翡翠，有的红若宝石，在阳光的照耀下
更是让人馋涎欲滴。

“你看，这串新郁葡萄无论从颜色、口感还
是饱满程度，我都比较满意，在我眼里这就是我
们园内葡萄中的‘爱马仕’。”绿色的葡萄架下，
宏波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波正在向
妻子介绍园内的“王者葡萄”。

说起“王者葡萄”——新郁的种植，李红波
顿时打开了话匣子。“这个品种是我专门从新疆
引进的，从种苗到修剪枝条，再到搭棚、施肥浇
水、套袋，这些工作我都全程参与，每天就像是
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管理、用心培育。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努力，新郁葡萄成功在
园内挂果，不仅有着较高的坐果率，果品质量更
是好得出人意料。”

看着成功“落户”的新郁葡萄，李红波满面
笑容，他说：“这种葡萄长得饱满圆润，一串就达
到了 4 斤左右，像这些长得好的葡萄，我都想让
它 们 一 直 挂 在 葡 萄 藤 上 ，舍 不 得 让 它 们‘ 出
嫁’！”

除了种植新郁葡萄外，宏波葡萄种植专业
合作社还分别种植了户太 8 号、阳光玫瑰、克伦
生等早、中、晚熟品种葡萄 500 余亩，通过精细
化管理，严格控制葡萄的串行和产量，亩产达到
了 1000 公斤左右，平均一亩葡萄的收入也达到
万元左右，真正使葡萄产业成为了群众增收致
富的“金串串”。

近年来，宏波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积极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围绕发展高效现代农业，采取

“合作社+现代农业+采摘旅游”模式，通过利用
太阳能杀虫灯、温室、人工除草以及滴灌等方式
进行绿色无公害种植。同时，合作社还与山西
农大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运用高效丰产
栽培技术和果实品质提升技术，使葡萄在产量、
着色、含糖量等方面均有了很大提升。

“今年葡萄的产量总体来说还可以，经济效
益预计比去年要提高 20％。下一步，我们还将
在现有绿色品质的基础上，做有机、无公害葡
萄，努力让顾客吃到更加放心、健康的葡萄。”李
红波信心满满地说道。

葡萄园挂满“金串串”
本报记者 乔 植 通讯员 史甜甜

观 察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芮城县城北公园鸟瞰图 见习记者 陈方斌 摄

上 图 ：芮
城县寿圣公园
中 ，市 民 使 用
自助智能洗车
机器清洗自己
的爱车

左 图 ：市
民在寿圣公园
里乘凉

见习记者
陈方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