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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刘昱彤
陈欢 记者 顾元森）“在公安窗口就
能完成所有申请。不用带着材料
到处跑，这样的政策实在是太便民
了！”10月 23日，市民熊女士在南
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汤泉派出所
办理“姓名变更”业务后连连感叹。

熊女士与堂妹同名同姓，多年
来带来很多不便。10月 23日，熊
女士带着相关证件来到派出所户
籍窗口办理“姓名变更”业务，“这
么多年一直拖着没办，就是考虑到
姓名更改后很多信息都要更改，社
保卡、驾驶证、结婚证等，这么多证
件要一个个地方跑，想想就头疼。”
当得知自己的户口簿、身份证、驾
驶证、社保卡、医保卡、不动产登记
（变更）、婚姻登记（补领婚姻登记
证件）等业务可以一并办理变更
时，熊女士非常开心，连连说这样
的政策实在是太便民了。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
步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
能，打造南京特色便民服务“一件
事”，南京市公安局与民政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等部门在广泛调研群众需
求的基础上，对涉及公民个人身份
信息变更更正（包括姓名、性别、出
生日期、身份证号码、民族）跨部门
整合办事事项和办事流程。群众
在公安窗口办理公民个人身份信
息变更更正时，可按照需求填写
《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变更更正“一
件事”联办申请表》并签字确认。
身份信息变更更正完成后，公安机
关出具《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变更更
正凭证》，通过联动平台推送至各
部门，各部门以此为由进行办理，
并将事项办理情况发短信给申请
人告知办理情况。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秦公轩
记者 季雨）“人民公安：你们好！
我们夫妻二人年龄合计已有 153
岁，生命的长度已有限，近几年一
直有个心愿无法完成……”日前，
一对年逾七旬的夫妻——俞爷爷
和吴奶奶，携手来到南京市公安局
秦淮分局秦虹派出所，将一张写满
字的纸交给民警，希望能帮他们完
成心愿。

这对老夫妻年轻时曾在外地
工作，其间结识了对他们有恩的李
先生。后来随着工作调动和住址
变迁，双方失去联系已数十年。随
着年事已高，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
能再次见到老友，然而始终未能打
听到李先生的线索，无奈之下来到
秦虹派出所，向民警求助。

民警在了解两人的诉求后，用
李先生的姓名在俞爷爷所说城市
进行筛查，无果后又将搜索范围扩
大到整个省份，最终确认了一名与
俞爷爷夫妻年龄相仿的李姓老人，
但通过其儿子得知，老人因耳背严
重无法正常接听电话，不过他确实
认识俞爷爷夫妻俩。

随即，民警按照俞爷爷夫妻的
意愿，将他们的手机号码留给李姓
老人，并帮忙拨通视频电话。当三
位老人通过屏幕再次相见时，他们
很快就确认了对方的身份。那一
刻，他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
份跨越 50多年的友谊，在民警的
帮助下终于重续。

群众感叹太便利

形成“一带十片、两环
多廊”生态安全空间结构

南京规划形成“一带十片、两
环多廊”的市域网络化生态安全空
间结构。

一带：长江绿色生态带由长江
及其洲岛、湿地和两侧带状绿地构
成，形成市域生态空间网络主轴。
沿江两侧城镇集中建设区除港口
码头用地外，新建地区控制30~50
米绿色开敞空间，非城镇集中建设
区结合两侧防护林建设绿带和湿
地公园。

十片：包括止马岭、池杉湖—
滁河湿地、平山—冶山—金牛湖—
峨眉山—白马山、老山—九峰山、
紫金山—玄武湖、牛首山—云台山
—西横山、青龙山—大连山、方山
—秦淮河湿地、石臼湖、固城湖—
花山—游子山—东庐山—无想山
10片生态功能片区。加强生态保
护和生态保育，统筹生态修复与合
理利用，促进生态农业、休闲旅游
服务融合发展。

两环：绕城公路沿线绿环和绕
城高速沿线绿环。城镇集中建设

区内绿环两侧绿色开敞空间宽度
不小于50米。

多廊：依托秦淮河、秦淮新
河、滁河水系廊道及沪宁高速、宁
宣高速、宁杭高速、宁连高速、宁
洛高速等绿化防护带，构建多条
市域生态廊道，兼容旅游休闲、基
础设施等用地。以其他水系、道
路绿化防护带为依托，构建次级
生态廊道，结合公园、绿道及服务
设施建设，形成亲近自然的绿色
游憩空间。

此外，南京规划自然保护地22
处，包括自然保护区1处、地质公园
2处、森林公园7处、湿地公园9处、
风景名胜区3处，面积为496.58平
方千米，占市域总面积7.54%。

到 2025 年，全市用水总量不
超过59.1亿立方米；到2035年，全
市用水总量不超过国家下达指
标，全市水域空间保有量（河流、
湖泊、水库面积）不低于 549.20 平
方千米，全市林地保有量不低于
750平方千米。

近期在长江洲岛岸线、石臼湖
—固城湖、青龙山—黄龙山—汤
山、牛首山—云台山、九峰山—老
山等5个重点区域集中开展生态修
复工程。

入江支流全面消除劣
V类水质

如何保护长江生态？在长江水
环境治理方面，依法划定河道、湖
泊、水库等空间管理范围。严禁围
垦占用湖泊、湿地，严禁违法占用
河道，加强长江水环境治理，入江
支流全面消除劣V类水质。优化
沿江取水口和排污口布局，清理和
整顿沿江排污口和重污染企业，严
格限制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和总
量。保护长江大堤防护林以及沿
岸幕府山、燕子矶和栖霞山等山林
植被，加强沿江景观生态林和农田
林网建设，打造绿色生态屏障。加
强长江江滩及通江河流、湖泊等重
要湿地保护，对长江、石臼湖、重要
河口、饮用水水源地湿地、重要城
市湿地等地区的退化湿地实施生
态修复治理。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沿江
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8处，做好
饮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

全面修复清退、腾退的岸线，
提升岸线生态系统功能。优化岸
线功能布局，其中长江三桥至长江
二桥之间以生活、生态功能为主，
重点打造开放性的滨水公共空间，
彰显南京滨江城市形象和活力；外
围岸线以生产功能为主，结合城市
功能布局集中、集约发展港口和制
造业功能。

建设9个滨江公园，展
现大江风貌

在沿江产业转型上，禁止在长

江干支流岸线1千米范围内新建、
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结合
沿江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推动重化
工等污染企业的产业升级改造、清
洁化改造或搬迁改造，推动企业通
过技术创新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
物排放。

洲岛建设管控，严格控制长江
洲岛开发建设，确保行洪安全。
江心洲应完善防洪排涝工程体
系，科学制定防洪应急预案，确保
防洪安全。在保护好洲岛湿地和
绿色空间的前提下，合理控制江
心洲和八卦洲的规划建设用地总
量，优化建设用地布局；新生洲、
新济洲、子汇洲、新潜洲、潜洲等
洲岛以生态保护为主，原则上禁
止新增建设用地。

在沿江空间特色塑造上，重点
建设河西鱼嘴、欢乐滨江、绿博园、
绿水湾、宝船遗址、江北新区定山、
下关、上元门、幕燕风貌区等滨江
公园。保护滨江与城市联系的生
态廊道，严格控制灵岩山—八卦洲
—长江、老山—三桥重要生态廊
道，秦淮河、七里河、滁河等多条城
市滨水廊道。除港口、客运码头岸
线以外，滨江道路和长江之间原则
上控制为绿色开敞空间，有机融入
文化元素。

保持沿江山体轮廓线完整，构
建若干以重大公共服务设施为代
表的特色地标，增强滨江景观标
识性。加强沿江风光带交通可达
性，结合公交系统、慢行系统、水
上游船、公共停车场等实现快捷
换乘。贯通滨江公共慢行空间，
串联主要公共活动节点，提升滨
江地区活力。

南京规划建设9个滨江公园
贯通滨江公共慢行空间

修旧如故，“青村”“海
山村”归来了

青色的砖，黑色的瓦；红色的
砖，红色的瓦……当周边的围挡拆
掉，“青村，李锡五，民国二十三年”
等字样露了出来。这是玄武区的
区级文保单位，虽然只有6栋，但价
值和意义很高。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琦担
任本次文物修复工程设计，“青石
街民国建筑群是南京新街口地区
仅存的民国建筑，作为一个群落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周琦说，青石
街民国建筑群与新街口的繁华和

现代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形成了
一种和谐的对话。“当人们漫步在
一个充满奢华与现代气息的城市
之中，能够见到一片古朴而小巧的
建筑群，这无疑对未来的新街口地
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修缮
的时候，我们保持了‘修旧如故’的
原则，努力展现它们的原始风貌。
建筑的内外细节，都力求原汁原味
呈现。”

如何确保修旧如故？周琦介
绍，不管是建筑结构、外观，还是细
部装饰、整体外部的环境等，都保
持了原真性。比如海山村的西山
墙，是已经完全粉化的砖墙。在内
部进行了防水处理，外部的粉化痕

迹则被保留了下来，从外观上依然
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

不简单，“美龄宫”原班
人马营建

全国叫“青石街”的地方不少，
湖南的青石街最负盛名，上海的青
石街最有浪漫的格调，但南京的青
石街最神秘。

二十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住
在青石街的都不是一般人，家家富
裕。“青石街民国建筑群，有的建于二
十世纪30年代，有的建于二十世纪
40年代。”周琦介绍，如今青石街还
保留有青石街20号南北楼、22号南

北楼、26号南北楼，一共6栋。其中，
最有名的当属“青村”“海山村”。

青村位于青石街20号，始建于
1934年，当年是一名国民党高官的
官邸，建筑从设计到施工极为考究，
据传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施
工队是建造美龄宫的原班人马。屋
内层高为3.2米，大玻璃窗，采光通
风都非常好，家中浴缸、抽水马桶一
应俱全，一楼还有个小院。据说，宅
子里的浴缸和地板，与美龄宫的浴缸
和地板是同一批材料，建房子用的水
泥是从美国进口的。

“青村”的名字从何而来呢？
曾有人猜测，估计小院是用青砖修
成，“村”则有大隐隐于市的意思。

南京如何推动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发展？近日，《南京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全文公布。现代快报
记者了解到，南京形成“一带十片、两环多廊”的市域网络化生态安全
空间结构，到2035年，滨江生态岸线占比不低于70%。南京建设9个
滨江公园，贯通滨江公共慢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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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口青石街民国建筑群围挡拆除

修旧如故，“青村”“海山村”归来
10月28日下午，经过一

年多的修缮，南京新街口青
石街民国建筑群的围挡拆
除，“青村”“海山村”回归公
众视线。现代快报记者了解
到，青石街民国建筑群将由
德基广场进行运营，目前正
在招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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