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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鹏）为全面展现南阳

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助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宛美好评”优秀作品征集活动持续开展。诚挚邀

请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以独特视角记录时代

脉动，用生动笔触描绘南阳新貌。

本次活动以“宛美好评”为主题，征集内容

聚焦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南阳发展新探索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面

貌。参赛作品须坚持正确导向，适应网络传播

特点。具体要求包括：文字评论不超过 1500字，

视频评论时长控制在 3分钟以内，漫画评论则需

以画面直观表达观点。

征集活动将持续至 2 月 28 日，范围涵盖已

公开发布和未公开发布的网络评论作品，作品

时间为 2024年 1月 1日至今年 1月 31日，包括文

字评论、视频评论、漫画评论三大类别。投稿请

发送至 wmhp369@163.com，需确保作品原创且

授权传播。优秀作品将通过“宛美好评”专栏及

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并评选一、二、三

等奖及组织奖予以表彰。

无论专业创作者还是热心市民，只要心怀

对南阳的热爱，均可成为城市故事的讲述者。

用文字记录时代

华章，用影像定格

城市蝶变，用线条

勾勒“宛美”新韵，

共同书写现代化

省域副中心城市

建 设 的 精 彩 答

卷！③4

“宛美好评”优秀作品火热征集中

执笔绘华章 共话新南阳

我省相关新标准
4月20日起实施

保护古树有规可依
本报讯（记者 张玲）古树名木被称作

“活化石”和“绿色文物”，是重要的物种资源、

景观资源和生态资源，如何进行保护？2月 19
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我省《古树名木保

育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作为省级地

方标准已正式发布，2025年 4月 20日起实施。

《规程》共分为保育范围、保育原则、健康

诊断、保育措施、巡查与档案管理等 6项内容，

明确古树名木保育采取保护优先、一树一策

和适度保育的原则，确保其健康与长久生存。

100年，是一棵树晋升为古树的门槛。《规

程》规定，古树是经依法依规认定的树龄 100
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依法依规认定的稀

有、珍贵树木或具有历史价值、重要纪念意义

的树木。与散生古树对应的，是古树群。古

树群，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由一个或多个树

种组成、相对集中生长、形成特定生态环境的

古树群体。

“《规程》的发布，将为我市古树名木保

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市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市共有登

记在册一级古树 305株，二级古树 415株，三

级古树 2062株；古树群 29个。这些古树种

类繁多，包括楸树、柏树、银杏等，它们不仅

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生态和

文化意义。

受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的影响，古树容

易出现健康问题。《规程》中的“保育”，便是采

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恢复古树名木长势及其生

态系统（或者“其群落”），确保其健康与长久生

存。

不同等级的古树名木，其保育范围也不

尽相同。《规程》提出，树龄在 500年以上的古

树和名木保育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延

5米；树龄在 300年以上不满 500年的古树的

保育范围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延 3米；树龄

在 100年以上不满 300年的古树的保育范围

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延 2米；古树群的保育

范围为其林缘线以外 5米所围合的范围。

除了古树本体的保护，《规程》还提出种

质资源保存的措施，对那些长势衰弱、珍稀树

种、树龄 500年以上的古树，可视需要进行种

质资源（种子、花粉、穗条、根系、芽等）的保

存。

“古树名木保育规程的出台意义非常重

大。”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规程》几乎

涵盖了平时所遇到的常见问题，为科学有效

地保护古树名木提供了规范性的参考依

据。通过法律、标准、科技和社会参与等多

方面的努力，可实现古树名木的有效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③4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2月 19日，记者

从市文广旅局获悉，2025年，全市将充分挖掘厚

重历史，大力发展寻古览胜游；深入宣传璀璨人

文，大力发展“四圣”文化游；积极开发秀美山

水，大力发展“两山两源”游；加快打响康养名

片，大力发展健康养生游，着力叫响“南阳，一个

值得三顾的地方”“南水北调源起南阳”两个 IP，
聚力加快文旅事业发展。

推进业态融合创新。力促文旅产业赋能城

市更新，指导各县市区开发新型沉浸式体验项

目，力争打造 1至 2个新业态场景。做好文旅项

目建设，持续跟进现有项目建设，指导项目所在

县市区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争取引进项目建设

合作伙伴。推动月季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依

托景区景点植入新业态，开发月季文创产品，构

建多元化产业生态链条。

品牌打造提质增效。扎实推进康养旅游，

通过加强康养旅游产品开发，实现中医资源与

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壮大旅游休闲农业，盘活现

有乡村资源。持续做优乡村旅游。积极做好研

学旅游。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做好 A级景区、民

宿、旅游酒店的创建评定。强化文创产品开发

等方式。

多元策划宣传活动。通过演艺节目、真人

NPC、特定优惠等形式融入“南阳，一个值得三顾

的地方”城市推介活动，开展文旅进校园系列活

动，创新宣传推介形式。加强国内重点城市及

周边城市合作，挖掘区域文化内涵；推出合作线

路，围绕伏牛山系等重点文旅资源，推出全省合

作线路。持续开展四季活动。

做好文物保护利用。持续推动全国文物

“四普”工作，持续开展南阳岩画、古城址考古调

查，加强黄山、八里桥等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力。

积极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健全文物保护开

发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建设

进程，继续争取市级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提升

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文化事业繁荣。积极探索公共文化设

施所有权和所有权分置改革，探索推动优质资

源直达基层，加强乡村文化合作社建设。拓展

公共服务路径，加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推

动公共文化数字建设，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加强非遗项目保护利用，推进非遗调查，加

强调查成果的运用；开展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和保护单位评估工作；加强非遗代表性项目管

理。加强艺术精品创作，抓好剧目的创作与打

磨，加强文艺院团管理，组织参加全省重要赛事

活动。③4

初春
管护忙

卧龙区陆营镇大力

发展苗木特色种植，通过

科学种植和规范管理，带

领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

振兴助力。图为 2 月 17

日，该镇朱屯村苗圃合作

社内，苗农正在管护、嫁

接苗木。③4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我市聚力加快文旅事业发展

让大美南阳出彩出圈让大美南阳出彩出圈

“宛美好评”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