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指标促整改
市文广旅局组织召开营商环境

整改提升会

本报讯（黄雯雯）近日，市文广旅局召开营商环
境整改提升会。

会上，该局政策法规科负责人通报了基本公
共服务满意度、信用环境、政务服务、办理建筑许
可、市场监管、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利用、企业权
益保护等 7 个指标的整改情况，对指标提升工作
进行安排。

会议要求，要全力配合牵头单位，根据牵头单
位下达的指标任务，把营商环境工作纳入局重点工
作常态化开展，高质量提供佐证材料；要认真总结
2022年度营商环境重点工作，高质量撰写工作总结
和大事记；要加强2022年度改革创新案例的总结报
送；要加强对口服务企业回访，让企业熟悉国家、
省、市的惠企纾困政策，严格落实好惠企纾困政策，
提高企业满意度；要加强典型案例的总结提炼和培
育力度，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加强营
商环境宣传报道，创新宣传形式和方法，宣传推广
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果和成效。

文 旅 资 讯

本报讯（黄雯雯）近日，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
组检查组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进行2022年度行
政执法监督检查。

会上，检查组一行听取了市文广旅局2022年度
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汇报。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从严格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规范办理
行政处罚案件、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加强执法人员
及执法证件管理、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汇报。同时，对市文广旅局探索
文化市场行政处罚文书电子送达模式、筹建信阳市
文化市场智慧监管平台、成功举办信阳市第三届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常态化开
展包容审慎监管、以案释法和服务型执法等工作亮
点进行了汇报。

会后，检查组进行了实地检查和资料查阅，对
市文广旅局2022年度行政执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要求继续加大执法力度，维护文化旅游市场经营秩
序，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到实处，为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添砖加瓦。

推进公正文明执法
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检

查组督查市文广旅局行政执法工作

三里店位于信阳（本文信
阳均指原信阳县，含县级信阳
市和信阳县）浉河南岸，与南
关古城楼隔河相望。清代以
前信阳人习惯称其“城南”，清
代因距信阳道台衙门三华里
故得此名。1949 年 6 月，隶属
原县级信阳市第二区的三里
店乡人民政府成立，此后几经
建制调整，1994 年 4 月，原隶
属信阳市五星公社的三里店
村划归新成立的信阳市湖东
管理区管辖。2010 年 11 月，
三里店村民委员会改为三里
店社区居委会至今。

一、城南旧事
（一）三里店遗址
1953 年春，在三里店鲍家

山（鲍家祖坟地）一带正在施工
的建筑工地上，发现古代文化
遗址，河南省文管会遂派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等三
人亲赴现场指导发掘。根据遗
址出土的大量陶片、石器等遗
物和层次叠压关系，三里店遗
址被断定为四个文化时期：新
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遗存；屈
家岭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文
化遗存；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存；
商代晚期或西周文化遗存。三
里店遗址发掘，有力地证明南
方屈家岭文化已达淮河上游，
这也是北方二里头文化遗存在
豫南地区首次被发现，为研究
二里头文化类型向南发展提供
了实物证据，再次有力证明信
阳史前文化已构成中国南北文
化集聚、融合的基本脉络。

1959年，安金槐先生在《考
古学报》（第一期）发表《河南信

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在中
国考古界产生强烈反响。

三里店遗址的发掘，是新
中国信阳市第一次考古发现，
也是信阳市历史上第一次考古
发掘。

1981 年，三里店窑厂南侧
高台地上，驻军在挖地种菜时，
出土一柄战国时期古铜剑，对
研究信阳楚文化有重要意义。
该古剑现存于信阳博物馆。

（二）三里店古迹
三国蜀汉名将、南郑侯魏

延就是地道的信阳人。魏延祖
籍在今信阳西北隅平桥区胡店
乡魏庄村魏寨，后迁居三里店，
信阳城内义阳山麓也有魏延故
宅。《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
延字文长，义阳人也……八年，
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
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
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
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重修信阳县志》载：“魏文长故
宅，在今县城义阳山麓。按《舆
地纪胜》载，义阳山为郡主山。

《图经》云即蜀将魏延故居。”
中华民族是个崇尚英雄的

民族，正如南阳、襄阳从魏晋开
始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一般，
即便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

“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有如
此清晰的记载，魏延故里之争
至今仍百家争鸣、各说各话。
争论的焦点是《三国志》所言

“义阳”在何处？除信阳外，南
阳市桐柏县、湖北枣阳、湖南益
阳等地也提出自己是魏延故里
的依据，但无论《三国志》《重修
信阳县志》还是1999年新版《辞
海》以及魏庄村民祖祖辈辈口
碑相传的祖史，都有力地证明

魏延祖籍是信阳西北平桥区胡
店乡魏庄村魏寨人。

三里店寨门外有一座古
桥，因其是信阳城南最大的桥，
得名纲领桥，纲领桥又名南讹
桥（也称南轭桥、缸瓦桥）。古
时候读书人习惯称此桥为“冈
陵桥”。当地人称其为“缸瓦
桥”。原纲领桥为单孔弓背桥，
采用纵联砌筑法而成。道光二
十八年（1848年）被大水冲毁。
士绅王敬绍慷慨解囊，置千金
大修，将桥扩建为长四丈、宽两
丈。桥头镶嵌趴蝮，桥身朝浉
河处镶龙头，另一边嵌龙尾。

因该桥位于三国蜀汉名将
魏延屯兵处，传说是魏延所建，
当地不少人称其为“魏桥”。乾
隆四十七年（1782年）重修。道
光十年（1830年）庚寅，双林寺
僧人嵩泉募捐续修，南汝光道
王家相、知州王海观均有资助，
原有王家相撰文碑。

菱陂驿在唐代三里店区域
就已初具规模，虽留存史料有
限，但《乾隆志》载：“刘长卿使
还至菱陂驿，渡浉水作诗。”清
代刘应陛贤首山看桂诗，菱陂
以南“亘山足倒影，对镜窥娥
眉”，还是可以感受到三里店由
唐代的菱陂驿到明清的码头发
展的蛛丝马迹。

三里店寨墙周长虽只有区
区两里，但寨里寨外曾建有指
南禅院（也称紫堂院）、大王庙、
十王殿（也称大东岳庙）、桥梁
寺、华严庵等寺庙，如流的香
客、旺盛的香火以及桥梁寺十
间厢房满满存放的每年拆了
建、建了拆的麻栗树桥桩、桥板
都足以证明当时三里店经济社
会发展的程度。（未完待续）

信阳第一古寨——三里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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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的桥梁寺（浉河区档案馆提供）
▶ 1905年明信片中浉河上的竹排（杨峰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