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网是城市的骨架，决定着城
市的形态；交通是城市的循环系
统，是城市生存、发展的生命运输
线。随着青县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城市的规模逐渐变大，居住人口逐
年递增，原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
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正常生活需
求。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任务，青县针对本地实际，抓住
机遇，不断完善配套市政设施，改
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加速经济
发展。

青县西城区多为已建成或即
将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学校，为满足
居 民 出 行 需 求 ，青 县 总 投 资
1442.11万元，完成共包括康三街、
康四街、兴六路3条道路建设，总
建设长度2111米，对混合车道、两
侧人行便道、排水设施、亮化设施、
两侧绿化和供热供气等均采用高
标准建设。下一步，青县还将投入
1亿元对西城区振兴西路、兴三路、
兴四路、兴五路等6条道路进一步
建设，沿袭高标准、大格局、上水平
的建设思路，力求打造设施齐全、
功能完善的美丽新城区，届时将大
大推进青县城市整体建设进程。

近年来城市排水困难，黑臭水
体、内涝现象尤为严重，影响着城
市的良性发展。青县认真贯彻国
务院及省政府精神，保障青县碧水
蓝天的自然环境，结合青县现有排
水管道实际情况，开展城区雨污分
流改造工程。青县采用EPC模式，
总投资6.99亿，对全部城区内26
条道路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涉及道
路总长度67.6km，新建雨污水主管

道 128.304km，利用 2020-2021 年
两年时间内完成主城区全部道路
雨污分流改造工作。“青县完成雨
污分流改造后，将减少溢流混流污
水对天然水体的影响，避免了对周
围环境造成污染，改善居民居住环
境，提升城市形象，有利于促进城
市可持续发展，且可有效解决城市
内涝问题，社会效益显著。”青县住
建局局长刘景雨说。

青县始终把科学发展，绿色
崛起作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
根本之路，特别是在污水治理方
面，始终严格要求，积极推进。目
前，青县已建成污水处理厂总处
理能力达4万吨/日，年处理污水
量约1100万吨，年产生脱水污泥
量1800吨，无害化处理率100%，
超前达到省、市要求。青县积极
推进完成了城东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将污水处理工艺由单纯的
生活污水处理调整为生活与工业
污水双向处理，将出水标准由一
级A提升为5类水，大幅提高了污
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对城区特
别是县经济开发区的长远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流连于这如诗如画的北方小
城，穿行在整洁雅致的楼宇街区，
不由得令人赞叹，青县日新月异的
发展速度。城市是一篇乐章，一座
座精美的建筑，宛如一个个跳动的
音符点缀其间。无处不在的绿色，
是她生机勃发的灵魂，一条贯穿南
北的运河，承载着这方土地不老的
传说，一种开拓创新的盘古精神，
呼唤着这座城市未来的传奇。

画卷中的宜居绿色水城
——全市县城建设提质升级之青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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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沧州的北大门，是

对接京津的桥头堡。

近年来，青县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和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认真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做大城市经济，以业兴城，

以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园林

城、文明城”为抓手，打造“卫

生清洁、水面清澈、空气清新、

居住清静、满眼青翠”的环京

津卫星城。按照这样的工作

蓝图和工作理念，狠抓城市建

设，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

生实事、城市风貌等方面多策

并举，加快城市化进程。

沿京沪高速公路青县出口方
向向西，一座被绿荫覆盖的小城
令人心旷神怡。微风，叶响蛙鸣、
鱼儿嬉戏……初夏的青县，真是
一派风光旖旎。盘古公园、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连成一片，湖光山
色、瀑布溪流、亭台楼阁、湿地风
光，公园特色各有千秋。水系环
绕中的青县，宛如江南水乡般灵
动、梦幻；绿色包裹中的青县，欣
欣向荣，生机盎然，成为青县群众
和京津游客青睐的“天然氧吧”。

清晨中的盘古公园里，格外
热闹。哈哈腔表演者在曲廊连亭
景观区内，上演着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的故事，传统非遗曲目唱出
了青县人民的质朴、健康；荷花潭
景观区，起伏叠翠环抱着一池荷
花，竹亭、栈道深入潭中，晨练的
人们犹如走进画中，成为公园中
的一景。盘古公园中，共有7个景
观区，占地面积23.2公顷，是一座

集休闲、娱乐、健身、观赏于一体
的综合性公园，突出亲水、亲绿的
景观特色，正好与青县的名字相
呼应。

青县，曾经叫作“清州”，因
“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
以为吉兆；后因城南河决口，撤州
为县，为永避水患，并取“四季常
青”之意，改清水的“清”，为青翠
的“青”，称青县至今。

今天的青县，凝聚着历史对
这一方土地的希冀，水系环绕，尽
显小城文脉源远流长，绿树成荫，
一展沧州北大门的勃勃生机。青
县先后投资2000万元完成了新华
路、乾宁大街、京福大街等林荫路
升级改造建设，县城道路绿化普
及率为 97%，各类绿地面积为
729.96公顷，绿化覆盖面积790.65
公顷，公园绿地面积199.67公顷。

青县盐碱洼地众多，不适宜
种植，且填埋建设成本高。因此，

青县依托这些盐碱洼地，建设湿
地公园、水系公园，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海绵城市。这些盐碱洼地则
成了青县天然的蓄水池。占地约
703.7亩的青县湿地公园，就是青
县人利用既有水面，建成的一个
占地1400多亩的湿地风景区。秉
持着对东马桥盐碱洼地进行生态
恢复的设计理念，湿地公园栽植
乔灌木100多个品种约1.5万株左
右；并配有汉唐风格的长廊、水
榭、景观塔等景观建筑小品，充分
利用原生态的湿地景观和人文景
观，结合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把
盐碱洼地生态恢复示范区打造成
集观光、度假、游览为一体的湿地
景观区。同时，湿地公园配套停
车场已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可
提供200余个停车位；卫生间实现
家居化公厕管理，并设有劳动者
驿站等功能，方便附近园林、快
递、外卖、司机等劳动者休息。

水系环绕 绿树成荫 宜居小城如诗如画

大运河青县段全长 45.7 公
里，养育着青县7镇3乡1个国营
农场的43万人口。着眼于全面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宝贵遗产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沧州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青县立即着手规划片区总体城市
设计、重点区域城市设计、沿河
45.7公里两侧生态修复、绿化景观
设计、产业策划等。

如今，漫步在青县市场北环
运河桥两侧，垂柳依依，国槐挺
拔，多种树木、花卉错落有致，滩
地公园景观宜人。主入口雕塑恢
弘大气，彰显着大运河虽历经千
年但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
一山一湖的基础上配植60多种园
林景观植物。公园面积虽不大，
可长廊、花架、水车、蘑菇亭等景
观丰富，成为周边百姓茶余饭后
休闲娱乐的首选。“住在运河边，
出门就是风景秀丽的游园，真是

生活比蜜甜！”家住运河桥北侧的
刘文丽笑着说，运河文化带建设，
不仅改变了运河周边的景观，也
改变了附近居民的精气神，让人
们对未来的生活更充满了希望。

青县运河滩地生态修复示范
区项目于2018年启动，该项目占
地200亩，地处市场北环运河桥南
北两侧，投资1600万元，以生态为
本、功能为主，依托运河设计修建
了多处休闲景观，种植以各类灌
木为主，配以部分大乔木及彩叶
树种建设“层次错落、色彩搭配”
的景致，突出“历史、人文、时政、
运动”的特点。

为彰显城市特色，青县充分
挖掘运河文化、盘古文化两个千
年文化，投资1400多万元聘请复
旦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国土
空间规划，在城市发展空间上构
建了“一核三新”的城市布局（中
部核心区、东部新城、西部新城和
南部新城四个组团），确定了“内

疏外聚、西扩南进”的城市发展方
向。司马庄园、广旺农庄、中古红
木文化小镇都成为点缀在大运河
青县段的靓丽风景线。

盘古，是神话中开天辟地的
人物，故事家喻户晓，也是青县
的又一个响亮的文化符号。盘
古古迹及庙会的传说在青县老
幼皆知，延续古今。已建成多年
的盘古公园，就以“盘古”命名，
园内最大的水域被命名为“盘古
湖”。刚刚建成不久的湿地公
园，入口处就矗立着高大的盘古
雕塑，盘古手持刀斧，仰面朝天，
激励着青县人民群众干事创业、
勤劳奋进。

青县大力推进城市规划完
善，围绕打造“宜居、宜业、宜商、
宜游”的现代化生态城市，坚持将

“盘古”“运河”等文化元素融入城
市建设，着力形成建筑风格独特、
文化特质鲜明、个性魅力彰显的
城市风貌。

为提升城市服务水平，优化
教育配置、医疗环境以及加强对
环境风险的防控，青县进一步加
快县城建设步伐，为提高城市居
民生活质量提供保障。

崭新的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
合医院青县院区，成为青县人民
群众就医的又一新选择。这所医
院是按照沧州市委市政府、市卫
计委“保基层 强基本 建机制”
总体要求，在市县两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建设的，建筑面积
为 54325.08 平方米，造价 2.56 亿
元，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
防、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服
务中心，提供医疗床位约500张，

为青县周边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特
色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同时，青
县中医医院迁建项目完成，扩建后
的建筑面积18954平方米，是中医
院原址的4倍。造价6585万元，建
设门诊楼、医技楼、住院楼各一
栋，开放病床达到320张。青县医
疗资源和水平，有了明显改善。

青县市民文化活动中心，成
为青县百姓种草的又一崭新的打
卡地。中心与盘古公园隔街相
望，生态环境优美，内部设施建设
和服务功能更能满足现代生活追
求。中心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2亿元，包含图书馆、
文化馆、规划展览馆、博物馆和小

型剧院等功能场馆，实现了集约
建设。建成后，市民文化活动中
心项目能够同时容纳近万人活
动。

青县配合新城建设和老城改
造，新建西区中小学，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推动青县义务教育的跨
越式发展。新建公共停车场，缓
解城区停车压力，其中刚刚投用
的西区中小学停车场，可向社会
提供约450个停车泊位。先后推
进城区18个老旧小区改造，重点
对既有建筑外围护结构进行改
造，主要包括外墙、外窗等部位的
改造，通过改造，使房屋的建筑能
耗下降30%以上。

以人为本 宜居宜业 提高城市服务综合水平

运河文脉 源远流长 历史文化底蕴铸就品格

构建功能完善的“里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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