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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工匠精神，打磨历史文
化“最美窗口”

“这幅‘市河春雨’图画幅虽小，但
包罗沈寿艺术馆、南通博物苑、文峰塔
等濠河两岸多个历史遗存……”每每漫
步濠滨步道，南通雕塑家陶永华总忍不
住打开话匣，为市内外游客讲述点缀于
濠河沿线文化元素背后的历史故事。

濠河原为古护城河，史载后周显德
五年（公元958年）筑城即有河，是国内
仅存的四条古护城河之一，形似倒置的
葫芦，现周长10公里，水面1080亩，河
道最宽处215米、最窄处10米，是国内
保留最为完整且位于城市中心的古护
城河。濠河风景区于2015年获得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

“濠河这张南通特有的城市名片上
怎能少了地方特色历史文化元素？”南
通市政园林部门在进行濠河整治提升
工程过程中，邀请本地艺术家参与，为
景区量身打造了一批兼具地方文化特
色的艺术作品：濠西书苑景墙，以浮雕
形式呈现通州六景图、崇川童趣图等场
景；映红楼碑廊牌匾，精选南通书法家
作品进行再创作；南通大学沿河游步道
制作栏杆装饰画，介绍南通教育历史。

如果将濠河比作“少女脖子上的翡
翠项链”，那沿河坐落的古典园林建筑、
博物馆群等，就如同一颗颗明珠，折射
出南通历史文化独有的璀璨光芒。

濠河东北角，一座小岛显得格外精
致抢眼。仿古建筑沁芳楼与垂花门、秋
在堂、环翠阁、八角亭等古典园林小品
相映成趣，组成一片古色古香的“世外
桃源图”。“最大亮点是融入骆宾王元
素！”项目设计施工方介绍，在这座名为
桂花岛的景观提升改造中，新增“初唐
四杰”之一的骆宾王雕塑、地雕、景观
石、诗画漆画、对联等元素，进一步浓厚
历史文化氛围，将骆宾王与崇川福地的
历史渊源娓娓道来。

怡园内的南通师范学校旧址碑、中
共南通师范第一党支部纪念碑、南通群
英馆的历史人物群像……近年来，随着
越来越多新景点的加入，这扇“最美窗
口”散发出愈发浓郁的人文历史气息。

“所谓精致，就是要经看、耐看，让人
百看不厌，透过这扇窗口领略南通独特
的魅力和气质。”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绿
化建设管理处处长季瑞元说，新一轮濠
河整治提升工程既尊重历史，不搞大拆
大建，注重加强历史风貌保护；又超越历
史，以更高的定位和眼光审视濠河，实现

自然、历史、生态、人文的和谐统一，推动
濠河的功能、形象、品质再上新台阶。

用足“绣花功夫”，雕琢城市
建管“最好样板”

滚滚长江水东去入海，其中一股在
南通段“拐弯”向北，润泽江海大地。可
以说，长江赋予了濠河生命。“水质、水
位、流速等各项水文数据随时可知。”在
南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主城区以濠河
为中心的68座水利闸站，通过水利工
程智慧管控系统，将水文数据实时传至
一体化监控平台，河道“健康与否”，后
方工作人员一目了然，可以根据监测数
据及时做出调控。

水是濠河的灵魂所在。2019年以
来，南通投资10多亿元在主城区修建水
利工程，按照“控源截污、水系连通、河道
清淤、自然活水、生态修复、景观提升”治
水路径，开展“一控三自然”治水实践，通
过系统治理、精细管控，基本消除建成区
黑臭水体，濠河及中心城区66平方公里
内主要河道达到Ⅲ类水质。2021年，该
市投资1500万元实施主城区水利工程
智慧管控系统三期工程，优化管控系统、
扩大站点接入覆盖面，实现对濠河水系
更加精细精准的调度管控。

如果说，白天的濠河温婉灵动，夜晚
则多了几分妩媚与婀娜。无论从空中俯
瞰，还是泛舟清波碧水，老城六桥的桨声
灯影，“五亭邀月”的流光溢彩，在光影交
织重叠中，描摹出夜濠河的迷人线条。
濠河街景亮化项目部负责人吕志勇介
绍，濠河风景区景观照明设计将濠河水
面分为七大区域，分片区、分主题、分光
色展现各段特色建筑、历史遗存，用光影
讲述有关濠河的38段文化故事。继荣
获2020年“中照照明奖”一等奖，濠河风
景区夜景亮化提升工程2021年又接连
斩获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亚太地区风
景园林奖最高荣誉杰出奖、亚洲照明设
计奖——“非凡之光”、中国照明电器协
会景观照明奖“工程施工一等奖”。

对濠河景区的精细建设管理，南通
在更多细节处用足笔墨。2019 年以
来，南通市濠河提升指挥部对濠河周
边18条道路进行局部拓宽、沥青翻新
等升级改造，提升通行效率；优化地下
管线，地上杆线量减少40%以上，观景

“视野”得到进一步释放；重新“包装”
沿河27栋老旧建筑；开展“六小行业”
排污整治；对周边居民小区进行雨污
分流改造……濠河整治提升工程对标
同为开放式景区的杭州西湖、南京秦淮

河等，在提高景观通透性、彩化量、精致
度上用足“绣花功夫”。

饱含为民情怀，营造市民休
闲“最佳去处”

“不到两万步，大约一个半小时搞
定！”寒来暑往，每天沿濠河步行一圈，
是市民陈建国雷打不动的习惯，“有清
新空气、有美丽风景，还能达到健身目
的，‘性价比’比健身房高多了。”

放眼濠河景区，滨水步道上随处可
见成群结队的健身爱好者，树林里、长
亭下不时传出丝竹之韵，盆景园一到周
末就成了火爆异常的“相亲角”……作
为“家门口”的5A级景区，濠河已成为
当地市民休闲娱乐的“最佳去处”。

“各个年龄层次人群都能在濠河景
区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娱乐项目。”濠
河绿化景观项目部负责人陆建明介绍：
为方便市民观光漫步，沿河新建游步道
2600米、亲水栈道 1098米、人行桥 3
座，实现“十里濠河”滨水步道全线环
通；通过乔木彩叶化、灌木种植成片化、
地被植物宿根化，引进国内外优质苗木
树种90多个；提升改造16.8万平方米
原有绿化景观空间，新建卧霞亭等9处
亭廊以及4处健身场地，四处涌现的小

微绿地以及“灯谜小游园”等特色主题
公园，进一步打开了市民活动公共空
间；建设濠东绿苑白沙滩景点，丁古角
步行街、BU青年科创中心、星派天地园
区等焕新亮相的“年轻业态”，吸引更多
青少年群体走进景区。

濠河之畔，一座百年建筑正不断焕
发新生机。“高峰时，每天至少接待数十
波团队。”送走最后一批游客，南通博物
苑讲解员高天赐的声音已有些沙哑。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
到访南通博物苑时称赞张謇是“我国民
族企业家的楷模”。自此，这座“自带流
量”的濠南苑囿，成了全国闻名的观光胜
地。如今，乘船游濠河、参观博物苑，已
成为当地“最热”旅游线路。2021年全
年，濠河景区累计接待市内外游客670
万人次，较2020年同比增长67.5%。

“濠河是老城核心，南通城市形象
的门面担当！”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副
局长陈敢介绍，该市在推进濠河风景区
整治提升过程中，始终把提升濠河品牌
价值含金量作为重要追求，通过高品质
整治实现高水平建管，焕发千年护城河
的时代新气象，促进新城老城交相辉
映，为南通建设令人向往的“北上海”增
光添彩。 贲腾 孙琪 韩丹

濠河风景区整治提升工程基本完成

南通：重塑母亲河“精致的模样”
“家门口的这条‘母亲河’出落得愈发玲珑精致了。”传统农历新年进入倒计时，南通市民蔡淑仪利用

周末前往濠河游客中心，为全家预定好了春节期间的观光船票。2019年春节，听说濠河景观变了样，家
人提议游一趟濠河，没想到现在成了一家老小过年必不可少的集体项目。

“濠河是南通城的‘精华’，精致是‘她’应有的模样。”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局长汤葱葱介绍，2019年，濠河
风景区整治提升工程正式启动，该市围绕“步道成环、活水畅流、水景通透、绿意盎然、街景靓丽、路网畅通、街
区更新、文旅相融”八个方面重点推进，目标是打造“南通历史文化的最美窗口”“城市精细建管的最好样板”

“市民休闲生活的最佳去处”，重塑母亲河“精致的模样”。截至2021年底，濠河整治提升工程已基本完成。

“妈妈，我觉得胸口的‘大石头’没有了，喘气不堵了，我能到动物园去看熊猫吗？”说这话的是一位8岁的“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叫恩锐，来自陕西省商洛市。上一周，小锐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了“先天性心脏病”
手术。手术很成功，经过一周的休养，恩锐的脸上有了些许红晕。

这是她和爸爸妈妈第一次离开家乡，孩子一直有个愿望——去南京的动物园看看各种动物。“感谢南京的医保
和医院，感谢各位好心人，救了我们的孩子！”面对采访，恩锐的爸爸妈妈激动地说。

被关注的“小群体”

2021年11月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
现场，医保谈判代表张劲妮一句“每一个小
群体都不该被放弃”，感动了全国无数网
友。其实，在江苏南京也有这样一个小群
体。2014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发起“心佑工程”，致力于帮助全国困难家
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作为江苏省政府对
口支援项目，经过8年发展，工程团队不断
成长，惠民力度不断加大，帮扶家庭不断增
多。截至2021年底，全国免费筛查超过5
万人，其中531名达到住院标准的“先天性
心脏病”患儿被接到南京完成免费救治。
保障群体跨省涉及陕西、新疆、青海、西藏、
贵州、甘肃、安徽等地30多个市县的200
多个乡镇，江苏省内也涉及20多个县。“心
佑工程”让一群原本“大口呼吸都觉得痛
苦”的孩子能在阳光下享受属于他们这个
年龄的快乐，也让这些孩子背后的一个个
家庭从绝望走向新生。

异地就医“大能量”

随着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深入推
进，孩子们大都参加当地政府建立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2017年国家开展跨省
医保联网结算试点，南京率先落地，“心佑
工程”结算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原来完
成一次救助，参保地医保报销一部分、就医
地医院减免一部分、几个公益基金再合力
解决一部分，流程繁琐不说，各方垫付压力
也很大。异地就医跨省联网以后，通过直
接刷卡，医疗保险基金、地方慈善基金、医
院减免部分各自按比例分担支付，大量原
先被占用的资源被盘活并迅速向更多的困
难家庭释放，“心佑工程”的覆盖惠及面更
广更深。

南京医保“办实事”

“实事办好、好事办实”，一直是南京
医保恪守的服务准则。为了能让异地来
宁联网结算更为顺畅，南京医保建立异
地就医“有事@我”服务机制，携手医院专
门组建为“心佑宝宝”提供专属服务的微
信工作群，实现了从就医地医院、医保再
到参保地医保的“串联衔接”，实现了医
保经办、医院医保、信息管理、制卡管理、
网络服务等服务的“并联整合”。“查询备
案制卡信息”“咨询参保地政策”“疏通联
网结算堵点”……“医”“患”只要遇到问
题，随时可以在群内线上“拍一拍”南京

医保，就可以最方便地一键启动“跨省通
办”的服务引擎。工作中，部分地区因为
统筹层次不够、信息化水平较低等原因，
给“跨区域协同”造成麻烦。为了不让“服
务断头”，南京秉承“医保多一点麻烦，医
院和患者就少一点麻烦”的信念，不断从

“最后一公里”向服务的终点发起冲刺。
问题的跟踪和解决采取“红绿销号制”和

“越级协同制”，各种堵点得以疏通，问题
不断被清零。“人生病不挑日子”，为有效
保障“心佑团队”，南京市异地就医服务
365天从不打烊，“放假不放松，过节不脱
节”，成为工作常态。与此同时，为了帮
助患者做好异地联网结算准备，南京医
保编印《给“心佑宝宝”的一封信》，向受
救助家庭普及国家医保的惠民政策，把
各种影响联网结算的风险预估在前，把
结算报错的风险降到最低。

南京是座“博爱城”

2021年，南京医保部门根据国家、省
市的统一部署，坚决扛起“省会担当、探路
担当、为民担当”创新服务机制，加强队伍
建设，双向高质量保障了参保群众的异地
就医。

结算实现“双突破”：年度人次突破

370万，结算费用突破110亿元。尤其是
跨省门诊联网在国内率先试点以来，结算
量节节攀升，超过全国总量的7.5%，综合
医院、非公立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结算量
均排名全国第一。服务实现“全景化”。随
着住院、门诊、购药三大医疗异地联网平
台建设竣工合拢，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也
是唯一的“参保人本地怎么看病，异地就
能怎么看”地区，群众幸福感满意度大幅
提升。

“经过一代代接续努力，以前贫困的
人们，现在也能吃饱肚子、穿暖衣裳，有
学上、有房住、有医保……”党和国家领
导人情真意切的表达更坚定了基层医保
工作者服务的信念。国务院办公厅
2021年发布《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中明确“发展
壮大慈善救助。鼓励慈善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设立大病救助项目，发挥补充救
助作用……整合医疗保障、社会救助、慈
善帮扶等资源，实施综合保障……”
2021年 12月 27日，南京市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确定“提高异地就医费用直接
结算质效，探索异地药店直接结算，实
现异地就医脱卡直接结算”等工作目
标。南京医保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异地就医工作为抓手，为包括

“心佑宝宝”在内的所有异地来宁就医
群众提供高质量联网结算服务保障，完
成“服务一城”向“服务全国”的角色转
变，彰显城市“博爱”名片，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典范城市贡献力量！

爱心聚焦“小群体”异地就医“大能量”
——看南京医保如何服务异地“先心病”患儿在宁就医

“心佑团队”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学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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