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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走进市历史文化街区的儒林路，
明媚的晨光透过陈旧的瓦片，照进老街古巷厚实
的石板路，青瓦白墙木屋夹道，街巷悠然蜿蜒，石
板路上人来人往，旧时生活风貌扑面而来。

从儒林路路口走进古街，左右两边的古朴
建筑映入眼帘，在一栋三层老房前，原住户张顺
国正跟以前的邻居陈伯仲闲谈着这里曾经的故
事，看着自己居住了60多年的房屋，忆起旧时
的街道，张顺国感慨万千，通过修缮后，房屋、街

道原有样貌依然存在，更有儿时老街的韵味了。
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提升项目是

以“三庙、三街”为总体框架，在全面保护安顺市
历史、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风貌的大背景下，坚
持保护历史遗存的真实性、历史风貌的完整性、
社会生活的延续性，确定历史建筑151处，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11处，约占全市历史文物保护建
筑80%以上。

说起安顺古城的历史文化脉络，今年68岁

的张顺国从小就对此耳闻目染，他侃侃而谈道，
安顺古城一直是安顺市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称为安顺府城，也是
贵州最早建设的卫城。在街区历史演变中，聚
焦了屯堡、儒家等多种历史文化元素。建筑布
局错落有致，随河弯曲，形成依山就势、临水而
居的街区整体格局特色。

老城复旧，变的不仅是表面，也不仅仅是建
筑，更重要的是保持和延续安顺文化的传承。

新型城镇化故事之一：

市民张顺国：“旧城老街有了旧时味道”

让城乡融合更紧密让城乡融合更紧密 让群众生活更便捷让群众生活更便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鲁开伟鲁开伟

“十三五”期间，安顺抢抓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机遇，逐步探索出
“一分三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黄金十年”快速发展，先后被评为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最佳避暑旅游城市等，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104平方公里。新型城镇化助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让城乡融合更紧密，让
产业发展更强劲，让群众生活更便捷，为“十四五”期间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贵州省委、省政府提

出，加快推进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安顺坚持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全力以赴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
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全力构建山地特色城镇体系新格局，以更高标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开
启富美安顺的新征程。

安顺新型城镇化建设走过光辉岁月，赢得硕果飘香。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的美丽安顺，让城乡居民不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作为第十一届安顺市新型城镇化推进暨小
城镇建设发展大会观摩点之一，普定县化处镇
焦家村在本次大会中亮点凸显。

来到焦家村，白墙砖房替代曾经的红砖破
房，房前屋后宽敞亮堂，院坝前的小花园里正绽
放着一朵朵的小花，在冬日里轻轻摇坠，这是

“微花园”一角的景致，也是观摩宜居乡村建设
项目示范点。

今年4月，焦家村成功入选省级特色田园乡
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点，几个月来，该村围绕

“乡风民俗展示新风尚，乡村面貌呈现新变化，
乡村治理健全新机制”的目标，动员广大干部群
众积极参与到田园乡村建设中来，全力推进田
园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开新局。

“特色田园乡村的特色之一是人居环境
整治的逐步改善。从 4月开始，我们在污水
处理、垃圾清理、农村厕所革命、立面整治等
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普定县化处镇镇长王碧
磊说道，村民参与改造村庄整治的积极性得
到提高，能动性得到发挥，半年的时间，村容

村貌逐步建设好，“微花园”“微菜园”逐步打
造好。

今年以来，聚焦宣传发动，积极营造氛围。
形成了镇村互动、群众参与的宜居乡村创建良
好工作格局，营造乡村建设大家干，创建成果大
家享的共建共治共享氛围。聚焦示范带动，干
群合力共建，共组织2500余人次参与，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行动120余次，拆除违规建筑10处，
私搭乱建4处，老旱厕1处，共清运垃圾30余
吨，清理河道总长约4公里。

新型城镇化故事之二：

普定县焦家村:“特色田园”花自开

大西桥镇鲍屯村 □记者 卢维 摄

双堡镇大坝村双堡镇大坝村 □□记者记者 卢维卢维 摄摄

虹山湖 □记者 卢维 摄

旧州古镇旧州古镇 □□记者记者 吴学思吴学思 摄摄

平坝区平安广场平坝区平安广场 □□记者记者 杨允平杨允平 摄摄

西秀区南华路西秀区南华路 □□记者记者 卢维卢维 摄摄

娄湖娄湖 □□王兴文王兴文 摄摄

西秀区塔山片区西秀区塔山片区 □□记者记者 卢维卢维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