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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22:00峡山线金屏路6#配、郊段村委配、郊
段1组配、金屏路市政路灯一道开关、Ⅱ建业联盟
新城 1（双电源）、建业联盟六期基建、郑州市上街
区峡窝镇人民政府、祺洋公司。
1.用户实际停电时间，在计划停电时间范围内，以
实际操作时间为准，对用户恢复送电完毕时间均
按上述检修结束时间延后2小时。若遇大风雨雪
天气等原因不停，详见手机短信平台通知。有自
备发电机的用户应做好严格的隔离措施，严禁返
电至停电线路上，否则由事故造成单位负责。
2.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值班电话：供电服务指挥中
心 68806880
以上停电公告可通过供电服务网站查询：
http：//www.95598.ha.sgcc.com.cn/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2020年7月18日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2020年7月27日—2020年8月2日

检修对外停电公告

30日

备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实
习生 胡影影）2020年河南高考评卷工作
正在进行，答题卡如何运送、扫描？怎样
保障安全？网上评卷怎么操作？如何确
保“一把尺子量到底”？针对广大考生和
家长关心的问题，记者昨日采访了省招生
办相关负责人。

答题卡运转扫描
全程视频监控录像

据了解，根据网上评卷需要，近年来
高考的试题卷和答题卷是分开设计的，考
生答题卷设计成答题卡形式，各科目选择
题和非选择题均在答题卡上作答。省招
生办在答题卡运送、交接、保管、扫描等环
节采取多项安全保密措施，确保答题卡流
转绝对安全。

各科考试结束时，在考生未离考场
前，答题卡在考场视频监控下密封，3名监

考员在答题卡密封条骑缝处签字，通过专
用通道送交考务办公室，经主考严格检查
后装箱密封。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招
生考试机构在公安人员押运下将答题卡
送到全省高考答题卡扫描现场，省招生办
对数量、密封情况进行核查，确认无误后，
双方负责人在交接清单上签字交接。答题
卡运输、交接全过程均有监控录像，保密、
保卫人员全程监管，监控录像备份留存。

为了确保答题卡安全流转全过程各
环节的安全保密，在省公安厅和河南警察
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今年调集了 400多名
公安干警参与评卷扫描工作。答题卡扫
描期间，答题卡保管现场全程 24小时录
像，公安干警全天候值班执勤。每 3名公
安干警组成一个答题卡运送小组，每 2名
公安干警组成一个扫描小组，运送通道、
扫描现场无死角电视监控。

扫描组运送人员将答题卡分发至每
个扫描机位后（每个机位 2人），先对答题

卡每箱、每袋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确认无
误后拆袋扫描，每扫描完一袋，在答题卡
袋上加盖组章，确保不漏扫、不失误、可追
溯。扫描系统在答题卡扫描时，能根据当
次扫描首张试卷定位本袋试卷的考场，系
统自动调取该考场考生信息，扫描的答题
卡与系统中存储的该考场考生信息一一
对应无误后，系统方可存储扫描结果。

“1+5”质量控制体系
确保评卷标准统一

考生答题卡设有选择题答题区和非
选择题答题区。所有科目选择题作答均
采用机器识别评分方式，通过评卷系统自
动识别、评分。

非选择题部分扫描后，评卷系统按题
将图像进行切割并加密存储，以题为单位
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评阅。不同题目分
不同评卷组进行评阅。每个考生的每个

题目均编有密码，在密码状态下评卷，评
卷人员只能评阅系统自动分发的题目，无
法获取题目对应的任何考生信息。

对主观性较强的试题如作文等，实行
“随机双评”，由两名评卷教师背靠背分别
评阅，评分差在一定范围内，评分有效，两
次评分的均值为试题得分；超出评分差值
限定范围的，进入三评直至科目组长评阅。

为确保评分“一把尺子量到底”，我省
实行“1+5”评卷质量控制体系。

“1”指评卷总质检，即组织 9 科省总
质检员通过评卷专网进行远程质量监控。

“5”指评卷现场五级质检，即省质检、
校质检、大组长、小组长、题组长过程质
检。通过系统分析、质量检查、过程性测试
等手段，对每个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进行
监测，质量控制到每个试题的每个得分点；
通过评分曲线检查，随机质量抽查，0分、1
分、满分和 10分以上试题的复评、仲裁及
复评比率控制等方式，严格评卷质量控制。

省招办“解密”高考评卷
“1+5”级质检保障“一把尺子量到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河
南四所“大字头”高校招生政策、计划近日
陆续公布。今年，郑州大学本硕博拟招
19474人，河南大学本科拟招 9000人，河
南师范大学本科招生计划为 8021 人，河
南中医药大学本专科共计划招 4740 人，
各校均有新增专业。

郑州大学农村专项招生
计划增至1170人

郑州大学今年本硕博总计划招生
19474人，其中，本科按照“31个大类+16
个专业+1个人文科学试验班”招生。

据了解，今年郑州大学将大幅增加农
村专项招生计划，招生人数达 1170人，其
中，国家专项计划增加 10人，高校专项计
划增加 40人，地方专项计划增加 100人。
另外，新增一个本科专业“国际政治”按

“公共管理类”招生，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人
才。录取时，今年郑大不设置“专业级
差”，采用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实行
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对思想政治品德、
体检合格且专业服从调剂的考生，原则上
不退档。

河南大学将试水跨学科
大类招生

今年河南大学 93 个专业拟通过本

科一批和提前批面向全国招 9000 人，且

首次面向港澳台地区招生。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该校经济学院和数学与统计学

院全面推行培养模式改革，将试水跨学

科大类招生。

今年河南大学共有 16个按类招生的

专业大类，包括 44 个具体专业（方向）。

其中，临床医学类（下设临床医学和眼视

光医学专业）和工商管理类（下设工商管

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为 2020年新增招生专业类；经济学

院（下设经济学、经济统计学、金融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5个专业）和数学与

统计学院（下设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金融数学4个专

业）将试水跨学科大类招生。新增专业方

面，今年河大人工智能和眼视光医学专业

首次招生；新增“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范

生，拟面向河南省设岗县（市、区）定向招

500人。另外，今年河南大学国家专项计

划批和地方专项计划批近 30个优势专业
拟招 310人；护理学专业在我省本科一批
实行单列计划招生。

河南师范大学新增 4 个
招生专业

2020年河南师范大学本科招生计划
为 8021 人（含少数民族预科计划），面向
全国 31个省区市进行本科招生，其中，外
省招生计划 878人（不含新疆协作计划和
内地新疆高中班招生计划）。

今年该校本科招生专业共 82 个，新
增 3个普通本科招生专业：人工智能，哲
学，考古学；新增1个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专
业：环境工程。招生批次涵盖提前批、国
家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一批、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5个批次。其中，普
通类招生专业在省内全部本科一批招生；
省外 23个省（区、市）本科一批招生。中
外合作办学专业和软件类专业在省内本
科二批招生。让更多的农村娃接受优质
高等教育，今年该校国家专项计划拟招
200人、地方专项计划拟招250人。另外，
河南农村地方公费师范生计划招500人。

河南中医药大学提前批
三个中医专业拟招90人

河南中医药大学今年计划面向全国

招 4740人，其中，普通本科 4540人，面向

中医传承人高职单招 40 人，专升本 160

人。在河南参加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

批、本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批、本科二批

等五个批次的招生录取工作。

今年该校普通本科招生专业共有 33

个，在河南省提前批招生专业（方向）有中

医学（“5+3”一体化）、中医学（“5+3”一体

化，儿科学）、中医学（免费医学定向）等 3

个，计划招 90人；本科一批有中医学、中

药学等 30 个招生专业（方向），计划招

3870人；本科二批有中医学（海外办学项

目）、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等6个招生专

业（方向），计划招 580人；专科招生专业

为针灸推拿（单独招生），专升本招生专业

为针灸推拿学。另外，今年该校新增医学

信息工程本科专业，纳入我省本科一批招

生。继续实施面向农村及贫困地区学生

的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拟招 90人，地

方专项计划拟招60人。

@各位考生请留意

省内4所高校公布招生政策和计划

我省出台室内环境
污染防治行动纲要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记者从昨日召开的河南省室内环境
污染防治动员大会上获悉，《河南省室内环境污染防治 2025行
动纲要》公布，标志着我省室内环境污染防治正式步入科学规范
轨道。

按照《纲要》，我省将围绕解决当前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制定
和完善相关行业规范标准和管理制度，对市场使用的室内环境
污染防治净化产品（设备）质量进行全面评审筛选认定。开展绿
色环保装饰和绿色房地产精装房资格认证，新风系统设备安装
施工和室内环境净化工程及中央空调清洗能力资格认证，绿色
装饰材料和环保家居生产（经销）资格认证等。

《纲要》要求，取得省绿色环保装饰资格认证的企业，必须与
业主签订全省行业统一制定的装饰装修环保专项合同。在装饰
装修施工过程中采取控制污染工艺技术。装饰装修竣工必须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室内环境质量合格报告。

根据《纲要》，将加强对学校、幼儿园、医院、宾馆、饭店、商
场、企事业单位等人员密集型公共场所的监督管理，杜绝违反检
测技术规范的送样检验行为。在条件成熟时，还将开设室内环
境污染防治投诉维权热线，确保消费者权益受到保护。

“通过《纲要》的实施，将使行业标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市场行为更加规范，推动室内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并创建出绿色
品牌企业。”河南省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

郑州推多条采摘
风情游主题线路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 ，由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走
进乡村 寻梦田园”郑州休闲农业第三届葡萄音乐节在中牟县槐
树冈森林公园启幕。

开幕式上，市农委推介了“采摘风情游”主题线路，活动现场
还举办了吃葡萄比赛、古筝展演等活动。根据市农委发布的“采
摘风情游”主题线路，您若想采摘甜美葡萄、体验田园风情，可到
中牟的槐树冈森林公园、沙窝森林公园、晨明生态园，荥阳的优
河湾、九如万家葡萄园、那滋味农场、国盛生态园、明泽葡萄园、
万宝生态园，新密的田缘兴农庄、正鑫生态园、洧滨生态园、华豫
轩辕葡萄庄园，登封的欣欣家庭农场、一景家庭农场、颍河源葡
萄庄园，惠济区的黄河富景生态园、黄河春天·十方缘、绿源山
水、玫瑰庄园、佳美葡萄园以及梦田葡萄农场等。

在统筹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下，我市休
闲农业逐步呈现出需求细分化、营销精准化、服务品质化等变
化趋势。下一步，市农委将以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智能
平台建设为抓手，促进经营主体信息化建设、智慧化发展，提
倡市民预约化消费、沉浸式体验，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持
续健康发展。

一日两善举 温情暖人心

雨天骑车不慎摔倒
公交车长停车帮扶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王再峰 文/图）在别人需要帮助
时，他们伸出援手。7月 17日当
天，郑州公交二公司两起暖心事，
彰显郑州的文明与温暖。

当天 10 点左右，公交 41 路
车长贺小四驾驶车辆刚到海洋
馆路口时，看到一位老人躺倒在
地，身上被电动车压着，动弹不
得，立即将车停在路边，并跑过
去把电动车挪到旁边，在询问老
人身体无恙后，和热心市民一起
把老人从湿滑的路面扶起来送
到路边（如图）。

“我骑车过马路，车一滑就
不小心摔倒了，身上有电动车
压 着 ，无 法 用 力 ，只 能 一 直 躺
在 地 上 ，多 亏 公 交 车 长 的 帮
忙，真是太感谢了。”老人鞠躬
表示感谢。

11 点 10 分左右，郑州公交
S106 路车长买伊坤也同样遇到
一位骑车摔倒的人。据买伊坤回
忆：“当时我驾驶车辆行驶到红专
路经一路时，因为下雨，一辆非机
动车不小心撞上前面的车摔倒，
于是我立即把车停好，过去把她

扶了起来。由于正好是摔倒在斑
马线上，旁边的机动车都主动停
下来，还有些车主也下车去帮

忙。”随后摔倒的非机动车主专门
拨打郑州公交服务热线，感谢买
伊坤车长。

（上接一版）作为河南连接世
界经济体的陆上通道，中欧班列
(郑州)由郑州出发，穿越中亚，抵达
欧洲，打通了亚欧这条经济大动
脉。依托郑欧班列，进一步加强了
河南与欧洲地区在多式联运、物流
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七年迎来华丽“蝶变”
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开

行 7年来，中欧班列（郑州）在奔跑
中不断提速构建起了以郑州为中
心，辐射欧洲、中亚、日韩、东南亚的
贸易“金三角”。数据显示，通过中
欧班列（郑州）来往中欧的货物涵盖

了高档衣帽、陶瓷用品、汽车配件、
汽车整车、电子产品、医疗器械、飞
机制造材料、进口生鲜、地方特产、
烟酒小食品等1800多个品种。

经过 7年发展，从最初的每月
1班“起步”到现在最多每周“去程
14班、回程 10班”的开行频次，从
时速 80 公里到 120 公里，从 500
公里集货范围到 1500 公里集货
区域，从最初 18天到如今最快 12
天即可抵达目的地。在全国各地
开行的中欧班列中，郑欧班列在
往返均衡率、计划兑现率、运输安
全、业务覆盖范围等方面居于第
一方阵。

7月 6日，郑州作为中欧班列
枢纽节点城市获得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
工程建设，以此促进中欧班列开行
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
加快形成“干支结合、枢纽集散”的
高效集疏运体系。

圃田车站站长杨华告诉记者：
“我们将继续优化郑欧班列基础设
施保障能力、提升班列服务水平、
加强铁路部门各系统间联劳协作、
打造特色鲜明的班列品牌，进一步
完善和地方企业的沟通机制，确保
班列实现各环节顺畅有序运作。”

（上接一版）像五姐妹一样，一字排开。北边厂
区，南边生活区，中间一条小土路。后来，这条
小路被命名为棉纺路。

袁鸿岗进了刚刚建成的郑棉三厂。新的棉
纺厂承担着“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问题”的重任，
一投产就高速运转。袁鸿岗被分到了细纱车
间。24小时，机器不停，人员三班倒。有人专
程从食堂送饭，“接班的人不来，不能撒手。晚
来仨小时，就晚下班仨小时”。

1958年，三厂生产的布走出国门，开启了
河南省纺织品出口的先河。很快，四厂自行研
制成功新中国第一台无梭喷气织机，改变了上
千年来用梭子引纬织布的历史。五大国棉厂一
年生产的棉布，可供1亿人口每人做一套衣服。

1983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袁鸿岗出
任三厂厂长。此时，国棉厂经历阵痛，必须进行
体制改革、技术改造。他和班子决定，将厂里一
半细纱机换成新的，依靠质量、信誉重新赢得市
场。“细布在全国获奖，出口 20多个国家和地
区。每年税利从 200万、1000万，直到 6000万
左右。”到1985年，郑州累计开办133个纺织企
业，拥有50万纱锭、1.5万台布机、14条印染线，
形成门类齐全的纺织工业体系。

从 1951年到 2009年，国家对郑州纺织工
业投入不到 5亿元，同期财政税利 100多亿元，
占郑州市同期财政收入的一半。

上世纪 90年代末，随着市场变化，棉纺厂
效益越来越差，先后走向破产、搬迁。“我 1995
年退休，没有回上海，而是留在郑州。毕竟，这
有我们的光荣和梦想。”袁鸿岗说。

执著
立足棉纺路的“根”，棉纺人自谋职业，从未

曾放弃

李宾的父亲1958年到郑州，在四厂干到退休。1987年，李宾同样
进了四厂，在车间搞维修。在厂里，他结识了高红莲，很快结婚生子。

然而，厂子的效益逐渐变差。2008年，李宾像大批职工一样，被
“买断工龄”，自谋出路。

五大国棉厂开始被拍卖、收购、改组。
“一开始害怕。没饭吃了，可自己除了织布，啥也不会。”李宾夫妇

再三合计，家里欠了3万多元外债，再不能坐等。两人决定，卖凉皮。
见李宾第一个“吃螃蟹”，大家开始各寻门路。而今，郑州人谈

论的美食，不少是这时候兴盛起来的，如四厂的咖喱烩面、三厂的烩
羊肉和冯记饺子……

为了多挣钱，高红莲开始学做肉夹馍，一边卖一边改良，创出独
特的风味。

当工人时，高红莲负责验布，质量意识很强。她卖肉夹馍，选用
好原料，打造金招牌。从小推车到简易房，从正规门面到十多家加
盟店，“高记肉夹馍”在郑州西区闻名遐迩。

“无论走到哪里，棉纺路永远是‘根’。守着‘根’，心里踏实，从
不会放弃。”李宾说。

振兴
保护利用纺织工业遗产，让老工业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定位是都市历史街区步行街，突出‘历史记忆+时尚地标’，‘白
天休闲+夜经济’。”

“总体设计展示棉纺路历史，沿街路面修旧如故、补旧如故、建
新如故。”

“沿三厂的街道，穿过棉纺路，要和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连起
来，才有整体感。”

“要体现郑棉人的记忆符号，不然回来找什么？更要体现纺织
工人的精神，不然就丢了‘传家宝’。”

…………
棉纺路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里，一场热烈的讨论正在进行。参

加者有郑棉三厂老职工、设计人员、政府领导。主题是：郑棉三厂家
属区改造。

空中俯瞰，66年前建成的三厂家属区设计风格为苏联老式建
筑，青砖红瓦，多层楼，带烟囱。整齐划一、造型别致，与周围的高楼
形成强烈对比。

“这是当时的地标性建筑。很多地方还是平房时，我们就住进
了小楼。”85岁的三厂老干部卢法舜说。棉纺路上，只有三厂“苏式
风格建筑群”保留下来，2008年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
被列入郑州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名录。

三厂生活区对面，一座高大的石质建筑傲然挺立在一群现代化
的高楼中。红色大门上立着 4个金色大字“郑州三棉”，门两边仍保
留标语“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走进大门，三厂老办公楼
保存完好。经过宽敞大厅，顺楼梯向上，一间间办公室、档案室、职
工调解办，好像仍在忙碌。办公楼后，留有一排老厂房，旧织机、生
产调度牌，讲述一个个生产车间的故事。这里，将建成郑州纺织工
业遗址博物馆，永久保存棉纺城的历史。

然而，当年的楼房不可抗拒地老去。家属区内，地下管网老化，
物业管理缺失，私搭乱建、垃圾外溢、沿街占道、乱扯乱挂等问题，严
重影响生活质量。

开了 18年便利店的段成钢，年年看到新变化。这些年，拆违章
建筑，清生活垃圾，加装门禁、智能电动车棚，增设文化宣传栏……
郑棉小院焕发生机。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印发《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要求加快推进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更好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工业文化建设，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以文化振兴带动老工业城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郑州市计划投资
14亿多元，综合改造三厂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与此同时，大规模开展老
旧小区改造：修复楼顶、改造管网、铺设道路，老化的基础设施在更新；
增加老年活动中心、儿童乐园、小游园，新的服务功能在完善。

顺着棉纺路走一走，一个个游园翠竹挺拔、鲜花盛开。铁艺文
化墙上，镂刻着不同时期的郑州规划图，展现“棉纺城”的变迁。年
轻人下了班，经过这里，点上一碗热腾腾的烩面；老人三三两两围坐
下棋、聊天；孩子们推着玩具车，“呼笑”而过。

“这条街熟人多，人情味浓，充满‘人间烟火儿’，让郑棉人留恋
不舍。”段成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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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欧班列满7岁续写“丝路”新传奇
累计开行3274班 总货值138.83亿美元 货重170.8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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