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意得很！”
这四个字最能表达克秀英

对变化后经六路的心情。
经六路按照“因地制宜、见

缝插绿”的原则和“还绿于民、还
美于路”的思路，以沿街围墙为
面，错层种植南天竹、红叶石楠
等 10余种灌木、乔木等绿植；以
绿化带为线，连通道路两侧所有
树穴，用绿化带取代硬隔离；以
街道拐角为点，打造“小而精致”
的街道微景观。

“1公里”健康休闲圈，铺设
了 1.1米宽、1公里长的城市跑
道，沿途安装25组休闲座椅。

城市书房和近百米长的阅读
宣传长廊，优化城市空间尺度。

“5分钟”便民生活圈，开设
小吃、百货、理发、改衣、修车修鞋、
生鲜蔬菜等便民服务项目7家。

“延伸式”政务服务圈，设置
24小时警务自助服务厅，提供居
住证申报、临时身份证明开具等
自助式业务。

党群服务中心提供民政、计
生、劳保等114项民生服务。

您可以这样体验：推着婴儿
车来这里遛娃，把婴儿车停到
划线区域，孩子送到服务中心安
排玩耍，裤子放到改衣店 5元缝
裤边，再去5元理个发、买个1元
一把的青菜，然后接娃回家，这
“一站式”服务总共不出 20米，
得劲不！

以民为本，以路便民。
从设计到完成，街道一直秉

承着一个观点：好看，更要实用！
彭兴仁说，这里有花有草，

一尘不染；王丽莎说，以前买菜
坐公交，现在下楼就买菜；刘丽
娜说，精品书屋，让孩子们暑假
有地方可去……老百姓说好，才
是真的好。

席华明是这条路的“城市设
计师”，更是一名享受成果的社
区居民：“现在，这里是公共室外
会客厅，居民按照不同功能，分
时段使用各取所需，我每天走在

这里也感受到幸福。”
经六路在改造前聚集多家

商户，为整合资源、规范经营、服
务群众，社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依托区域
党建平台，通过民主协商、民主
议事、民主决策实现“居民的事
情居民定”。“小基层、大服务”
的社区新标准为经六路“路长
制”工作的推进打下良好的群
众基础。经六路成功变身后，经
八路街道辖区群众的凝聚力与
日俱增。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街道犹
书小楷。

经六路的变身，既画下了群
策群力的“一撇”，又落笔人民
为先的“一捺”，在居民每天都
想走走的行动“点赞”中，画下
完美的“逗点”。不是“句号”，
是因为，“经八路辖区道路有
机更新”这句话，并没有写完，
纬一路、经七路……一切正在描
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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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咋改，大家说了算，每一寸都改到居民心坎上

经六路：一条幸福“定制”路

经六路，一个自带“故
事流量”的街道。

从20世纪50年代省会
迁郑，到今时今日，短短小巷
方寸间，大大变化街区里。

一砖一瓦，群众智慧。一
草一木，匠心凝聚。“社区花
园”“城市会客厅”“林荫大
道”……经六路的微更新，每
一寸都改到群众心坎上，跑步
的多了，遛娃的多了，连关键词都多了。

这里，以居民为圆心构建出5分钟生活圈；这里，成为
居民散步遛弯的“新爱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
酒花，14字的便利和幸福，近在咫尺，不在天涯。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翠/文 周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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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一条传承与梦想的路
经六路，让1954年与2019年

时间重叠。
路之变，要从省会自汴迁郑

说起。
1954年 10月 30日，河南省

省直各机关由开封迁入郑州市，
大部分省直机关的工作人员自此
工作、生活在经六路附近。

克秀英，今年 88岁，是当年
第一批迁郑的省委机关幼儿园老
师。回忆艰苦奋斗岁月，她感慨万
千，那时，幼儿园没有围墙用铁丝围
起来，8个老师一间房全是通铺，两
条长凳上放一块木板拼成床。

1954年 3月 8日，每个老师
发了 3棵法桐树苗，大家在纬一
路、经六路上亲手种下法桐，现已
遮天蔽日。如今，当年来郑州的
幼儿园老师大都已离世，最年轻
的也已84岁高龄了。

在经六路改造过程中，为还
原历史，经八路街道办事处和省
委社区多次召集居民会议，广泛

听取群众诉说老故事，充分收集
文字和图片等素材，为核对关键
点又翻阅了河南省委档案馆、郑
州市规划局、郑州市党史办的大
量文献资料，请教更多当事居民、
知情者进行印证……

最终，经六路以“传承与梦
想”为主题，设置“老故事橱窗”，
展示居民提供的老物件，还原了
省会发展拼搏奋斗的老郑州人
的生活面貌；制作“花园路集贸
市场”写真喷绘，承载几代郑州
人的温情记忆；展示街道老照
片，回顾街道的发展演变历程，
把文化融入街道更新，将历史植
入街道规划。

65年城市记忆，跃然墙上。
为数不多的历史见证者，或

结伴，或儿女推着轮椅，驻足墙
边，指点着、耳语着、诉说着快被
遗忘的点滴故事。

省会迁郑，郑之巨变，从这里
萌芽。

问计于民 一条提高幸福感的路
经六路怎么改，谁说了算？
居民“点菜”，街道“切菜”，设

计公司“炒菜”，社区“端菜”，说到
底，这是一个群策群力的结晶。

“一级路长”街道党工委书
记李华总协调，“二级路长”党工
委委员姚丽华对接各方执行，
“三级路长”省委社区书记曹淑
华联系居民，项目设计负责人席
华明提供创意，“核心创作团队”
拧成一股绳全力奋战。

81岁的孙辑庸，是省委社区
的老居民了，也是百姓中的“意
见领袖”。

3月 25日，孙辑庸和 10 多
位楼长、院长接到通知，第一
次来社区参加关于经六路的
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怎样把

社区建设的像家”。
4月 14日，第二次会议举

行，街道为了帮居民打造一条提
高幸福感的街道，发动所有居民
帮助寻找那些有关于历史的老
物件、老照片儿……

4月20日，社区召开了40余
名楼栋长参与的大型居民会，甄
选驻地商户。按照优胜劣汰原
则，群众投票决定入驻哪些项
目、留住哪些店铺、引入哪些服
务，真正让街道改造改到群众急
需处、改到群众的心坎儿上。

5月 11日，经八路街道“居
民工作代表大会”召开，经六路
走向一锤定音，形成决议。

5月31日，经六路的改造大
头落地。

“房子还是那个房子，街还
是那条街，它咋就那么不一
样！”环境的变化带来心境的改
变，如今，这条路变身“马路花
园”，人流量明显增大，孙辑庸说
起变化感慨连连。

这条路原先有两个缝纫店，
为了容纳更多其他功能的店
铺，缝纫店只能保留下一家，最
终小冯改衣，以价格便宜、服务
周到、技术好，赢得群众最多票
胜出。

街道办事处牵头，从“绿色
扩容、以民为本、文化融入、问计
于民”四个方面入手，社区征集
意见，街道整体定位，邀请专家
评审，优化道路空间尺度，大幅
提升了道路功能性和舒适性。

以路便民 一条好看又实用的路

文化墙老照片里记载着城市记忆

功能配置合理的沿街店铺便利了居民生活

路边专门施划了童车停放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