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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一座城的发展，关乎一城人的幸福感。
触摸城市发展建设的脉搏，可以感受到，近年

来，商州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实现了华丽蝶变。“城市
靓丽如画，人们生活如诗”的美好愿景变成了生动
现实，一幅非凡“城迹”画卷徐徐铺展。

行走于商州城区，路网四通八达、住房鳞次栉
比、公园拥翠叠绿、河流清澈见底、老旧小区改造一
新……一步一景、一点一滴，都传递着人民至上的
温度，折射出城市发展的速度。这些变化的背后离
不开商州区各级部门的接续发力和实干担当。

商州作为“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的核心建
设区，在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中国康养之都”发
展战略后，依托依山傍水的自然禀赋，坚持绿色生
态发展理念，厚植优质山水环境，以加大生态保护、
推进公园建设、提升人居环境、建强文化阵地等为
抓手，加快推进康养商州建设，不断刷新城市颜值，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守护一江碧水守护一江碧水 保障城市命脉保障城市命脉

山，给予城市钟灵毓秀的神韵；水，赋予城市温
柔秀美的气质。

金秋时节，漫步在二龙山水库沿岸，清风拂面，
水波荡漾，两岸峭壁，状如刀削，呈现幽清明净之
美。水绕山转，迂回弯曲，中心孤岛与周围山溪映
衬，犹如四条巨流伸向中心，构成了一幅四龙戏珠
的绝妙景象。

水源地保护涉及千家万户，事关民生福祉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二龙山水库位于商州区西北
部 5 公里处的丹江上游，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
点水源涵养区之一，在防洪、发电、灌溉、城市供水
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商州区实行最严
苛的生态保护措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累计
投入资金 5800多万元。

据了解，二龙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站按照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对二龙山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存在的七大类 34 个问题实现了销
号清零；通过划定保护区边界矢量图，实行物理隔
离，实现二龙山城市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全封闭管
理；配套建成公路沿线导流管（槽）12269 米、应急
池 32 个，有效防治交通穿越带来的污染；采取政府
回购和帮助就业的方式，将 36 艘游渡船拖离上岸，
解决了游渡船污染问题；设立了限行站，并建成丹
江构峪口水质自动监测站，取缔农家乐 20 多户，杜
绝旅游、游泳和垂钓等行为，库区水源保护取得了
显著成效。

同时，为解决保护区群众面源污染问题，二龙
山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地累计修建污水管网 5.3 公
里，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站，配备垃圾清运车、勾臂
式垃圾箱、垃圾桶，进行旱厕改造，实行严格的封库
禁养和封库净水政策，禁止在库区从事畜禽和水产
养殖，并实施 2392 亩的退耕还林，守好丹江上游生
态屏障。

为进一步加大水源地保护力度，商州区还成
立了二龙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站，安排 6 名
专职人员，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常态化巡查
和监管；建立了公安和生态环境部门联动执法机
制，全面提升综合执法能力，建立长效保护机制，
切实保证了“一江清水供京津”和市区 22 万人口
的饮水安全。

打造生态盆景打造生态盆景 扮靓城市颜值扮靓城市颜值

走进市区南秦河生态公园，鸟语花香的河畔，
朦胧轻盈的水雾喷泉，让人仿佛置身仙境一般。值
得一提的是，南秦河生态公园是商州中心城区唯一
一个实现智能化管理的高品质休闲公园。智能跑

道能记录个人的健身数据；太阳能光板座椅能为手
机充电，还可以提供无线网络；智能健身屏自带教
学示范平台及录像、打分评级等功能，让游客在公
园内惬意游玩中享受体验科技带来的便捷与新
鲜。同时，公园里还建设了休闲书吧和茶室，闲暇
之余，市民可以在这里看一本书、喝一杯茶，享受悠
闲惬意的慢生活。

为进一步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城市新格
局，助力“中国康养之都”核心区建设。去年以来，
商州区以南秦河生态治理项目为切入点，探索采用

“EOD+片区开发”的模式，将生态治理项目与商
业、康养、地产等产业有效融合，推进南秦河片区一
体化实施，打造集康养、休闲旅游、电子商务、高端
住宅于一体的现代生态新城。

“我们通过实施河堤修复、清淤疏浚、铺设污水
管网、两岸生态治理等工程，打造‘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绿色生态长廊、旅游景观长廊和休闲健
身长廊。”南秦河生态公园工作人员师锐说。

截至目前，南秦河生态公园修建了东西向贯穿
滨水沿线的休闲漫步带、花海公园、松林迎客、欢乐
天地、福禄广场等景观，全长 2.3公里，累计投资 1.4
亿元，占地面积约 7.7 万平方米，营造出了静谧森
林、湿地绿心、花间漫步等不同风格、不同功能的生
态主题分区，极大改善了南秦河沿岸人居环境。

公园在扮靓城市颜值的同时，也聚拢了“财
气”。夜幕降临时，南秦河生态公园路边的夜市街
区人声鼎沸、香味弥漫。

“随着夜间经济促消费政策的出台，我们在生
态治理中也顺应时代发展，利用公园空闲地带，发
展夜市街区、农特产品销售区等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带动周边群众 1100 多人就业，让市民在享受美
景的同时，还可以与百余种美食相遇。”师锐说。

南秦河生态公园只是商州扎实推进公园绿
地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商州区对城市边角
地、闲置地、废弃地进行“微改造”，先后建成金凤
山花海公园、东龙山公园、东门户公园等 44 个公
园，初步形成 5 分钟健身圈、10 分钟公园圈、15
分钟便民圈。

增进民生福祉增进民生福祉 夯实城市夯实城市““里子里子””

一座幸福之城，须有鲜明的民生底色。
在推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商州区把老旧小区

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切实将老旧小区
改造“改”到百姓的心坎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改
造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过去一到雨季，小区里面就容易内涝，一些楼
顶还有渗漏，现在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生活更
舒心了。”提起老旧小区改造成效，商洛学院小区居
民李先生感慨道。

位于北新街东段的商洛学院小区在原商州
区鞋厂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建筑面积 2.41 万平方
米 ，居 民 140 户 462 人 。 院 内 最 早 建 筑 建 成 于
1980 年左右，基础设施不全，安全隐患多，是典
型的老旧小区。

如今走进商洛学院小区，墙面干净、道路整洁、
停车位整齐划一，小广场上有年轻人在聊天，休闲
椅处有老人在晒太阳，一派和谐景象。

据了解，按照“一楼一策、一区一策”的原则，商
州区通过翻修、维修、更新等方式，完善了小区房屋
配套设施，解决了居民的生活、出行、安全等基础民
生问题。同时，重新规整了院内绿化、停车位等，还
将智慧物管、康养助老、文化健身等融入旧改工作
中，使小区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煤炭公司家属小区是商州区 53 个“三无”小
区之一，也是商州区第一个实施治理和改造的“三
无”小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小区内乱搭乱占、乱

停乱放现象严重，物业管理和物防措施严重缺乏。
为彻底破解难题，商州区按照“党建引领、政府

主导、国企担当、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思路，
通过设立“三无”小区党支部、成立业委会、组建志
愿服务队等举措，构建起了“小区片长、楼栋长、网
格员”管理体系。针对该小区脏乱差现状，商州区
聚焦重点、统筹谋划，集中拆除了 18 户 24 间占地
950 平方米的违建；投资 120 万元，对院内居民关
心的楼顶漏水、墙体破旧、雨污水混排、消防通道不
畅、停车难等问题进行逐一破解，使小区整体焕发
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过去家里来个亲戚，自己都觉得没面子，如今
经过改造升级，事事有人管，住得很安心。”市煤炭
公司家属小区住户刘女士对改造成果非常满意。

如今的商州，“面子”更靓了、“里子”更实了、
“底子”更厚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市民真切
地感受到城市建设的“温度”。目前，商州区申报的
37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竣工 17个；53个“三无”
小区改造项目，已累计拆除违章建筑 1820 平方米、
拉运垃圾 316吨、整修院落 2230平方米。

建强文化阵地建强文化阵地 铸牢城市之魂铸牢城市之魂

10 月 24 日，记者来到商州区莲湖公园商业步
行街的商州非遗小剧场，一场精彩的文化惠民演出
正在进行，一首《秦岭最美是商洛》拉开序幕，接续
上演的舞蹈、戏曲等节目赢来观众阵阵掌声。

小剧场小而精致，观众席配备了古香古色的实
木桌椅，两侧墙上悬挂着商州各类非遗文化展示
板，可以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和专业大剧场相比，小剧场投入小、演出形式
丰富多元，对市场的探索更为活跃。”商州区文化和
旅游局文化艺术股股长房亮亮介绍道，小剧场一头
连着艺术创作、文化惠民，一头连着文化产业、文旅
消费，是繁荣商州文化事业和产业的重要载体。

为进一步推进文旅融合，充分发挥商州康养
之都核心区优势，聚力打造商洛特色文化集中展
示区。2022 年，商州区在莲湖公园商业街选址
建设了商州非遗小剧场，总投资额 120 万元，建
筑 面 积 500 平 方 米 ，建 设 标 准 化 舞 台 及 非 遗 展
厅 ，定 制 仿 古 桌 椅 ，配 备 灯 光 、音 响 等 ，可 容 纳
200 多人观看演出。

小 剧 场 建 成 后 ，商 州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精 心
组织编排了商洛花鼓、道情等优秀非遗剧目，在
国 庆 、中 秋 等 重 要 时 间 节 点 开 展 各 类 群 众 文 化
展演，包括非遗剧目展演、传统秦腔戏剧展演、
综合文艺展演、音乐会、演讲赛、民歌民谣戏曲
大赛等，受到社会广泛好评。今年，成功举办了
首 届 商 洛 民 歌 民 谣 戏 曲 大 赛 商 州 赛 区 比 赛 ，推
出“周周有戏看”等文化惠民常态化活动，着力
把 小 剧 场 办 成 让 广 大 民 众 和 游 客 了 解 商 州 、爱
上 商 州 的 一 场 文 化 盛 宴 ，全 力 推 动 全 区 文 旅 事
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在非遗小剧场发展的支点上，不断提
升文化活动场馆功能，依托商州地域文化，创作出
更多精品剧目，让群众享受高质量的文化生活。
同时，打造一批非遗展馆、文化长廊等城市公共文
化新地标，推进公共文化与 51 个城市公园等旅游
公共服务功能融合，不断推动中心城市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跨越式发展。”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
长张晓平说。

如今，推窗见绿、开门入园、处处皆景……这种
“诗与远方”的生活，在商州城区已触手可及，一幅
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美好生活场景不断延伸扩展，
真正让商州成为商州人的幸福地、外地人寻找幸福
的目的地，“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已经成为一
张闪亮的名片。

让 山 水 人 城 和 谐 相 融让 山 水 人 城 和 谐 相 融
———商州区打造—商州区打造““中国康养之都中国康养之都””核心建设区工作纪实核心建设区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英英

休闲茶室休闲茶室 老旧小区改造后老旧小区改造后，，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居住环境焕然一新 公园里的儿童游乐设施公园里的儿童游乐设施

商州非遗小剧场受欢迎商州非遗小剧场受欢迎

体育赛事激发城市活力体育赛事激发城市活力

市民在公园晨练市民在公园晨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