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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 沈丘县以高质量建设
“美丽大花园·幸福新沈丘” 为目标， 坚持
“五位一体”县域工作顶层设计，高位推动
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精
心打造公园之城、共享之城、休闲之城、文
明之城、边际星城，实现城区净化、绿化、畅
化、文化、美化，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承载
能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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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街头绿意满眼，，处处皆景

大型商超造型独特，，充满异域风情

卞路口中心小学校园美观整洁

航拍下的初心文化主题公园

凯旺科技厂房已经竣工，，即将投产

西蔡河整治效果鸟瞰图

实施 1+5+“十百千” 工程， 匠心打造初心文化主题公园、 沙河湾森
林公园等十大文化主题公园。 充分利用边角地、 废弃地打造口袋公园、 微
景观， 口袋公园、 微景观遍地开花。 截至目前， 沈丘县城公园绿地面积
818.4 公顷， 绿地率 37.2%， 人均增加绿地面积 2 平方米， 千里生态绿道
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公园之城展露姿容。

开展拆墙透绿行动， 让绿于民； 单位公厕和车位向市民开放； 施划路
边公共停车位， 新建和改建公厕； 建设集球类、 健身、 儿童娱乐等为一体
的露天体育场所； 合理布局城市空间， 加快建设快乐小镇、 三里古井等大
型集购物、 娱乐、 餐饮等为一体的商业集聚区， 打造“10 分钟便民生活
圈”； 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 幼儿园 18 所， 从根本上解决大班额问题； 完
善养老设施， 在村 （社区） 建设日间照料中心， 在城区建设居家养老智慧
中心等； 谋划建设周兴嗣纪念馆、 周兴嗣故居、 三里古井、 华佗中医药文
化园等文化设施， 与中国文联合作， 深入挖掘周兴嗣研究等文字类文化品
牌， 补文化短板， 高标准打造具有沈丘特色品牌的文化地标， 以文化人。

一体推进路网、 水网、 林网“三网” 建设。 对西蔡河、 沙北总干渠、
沙北一干渠、 沙南干渠及沙河槐店灌区的主要干支渠、 沙河流域沟渠进行
改造， 打通阻水点。 开展“爱护母亲河” 专项行动， 把境内沙颍河、 泥
河、 泉河等河流纳入专项行动中， 拆除河道内违章建筑， 清理河道垃圾；
对全域水系进行自然生态恢复， 放养四大家鱼、 泥鳅、 鳝鱼等， 在浅水区
域栽种莲藕、 蒲草、 菱角、 芦苇等水生植物， 实现水质自然净化。

对连接界首、 淮阳、 项城三大通道和沈丘老城区的南北主干道新华
大道进行升级改造， 对县域内所有道路进行路肩陪护， 沿线进行绿化、
美化， 构筑全域水系相通、 绿不断线、 纵深成林的生态网。 城区道路实

行路长制， 全县 31 名处级干部为一级路长， 110 名县直单位主要负责
人为二级路长， 在城区开展以治堵、 治脏、 治乱、 治污等为主的“四
治” “四面” “四改” “四乱” 专项行动， 开展“拾废捡荒” “清洁
家园” “保护母亲河” 等活动， 一个水相通、 路相连、 景相融的休闲
之城展露姿容。

坚持“工业强县、 产业兴县” 战略， 实施工业发展“1+10+2” 工程，
滚动开展“三个一批” 项目建设。 锚定钢铁、 食品和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
业， 着力延链补链建链。 实施“三招三引”， 瑞茂通、 凯旺科技、 泰燃智
能等项目先后落户沈丘。 推进金丝猴食品、 晶鑫科技、 道赢食品、 雪荣面
粉等企业智能化改造。

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形成“场站共享、 服务同网、 货源集
中、 信息互通” 的农村物流发展新格局， 打通农村消费升级和农产品上行
的末梢循环。 2022 年以来， 沈丘县先后荣获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 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县” 荣誉称号。

全县联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创建活动。 今年以来， 沈丘县先后举
办 5 期“文明有礼沈丘” 大讲堂； 组织开展“文明交通我先行” “文明宣
讲进商户” “小手牵大手 爱护母亲河” 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在农
村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村歌征集” “传家训、 立家规、 扬家风” “五美
庭院” “星级文明户” 等评选活动； 近 100 家县直单位开展了“文明科
室” 评选活动， 文明之花在沈丘大地绽放。

如今的沈丘城区道路宽阔， 公园游园遍布街头巷尾， 沙颍河“百里画
廊” 波光粼粼、 杨柳依依、 鸟语花香， 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拆墙透绿开放共享空间

北城办事处高门行政村沿水而建，，风景秀美 沙颍河城区段风光旖旎 长安东路项目建设正酣 兆丰大道升级改造后全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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