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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哨兵”张岩：

用热爱守护好生态“绿”
本报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赵纪慧

“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工作 19年来，郑
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张岩默默坚守着 12369
环保热线，担负着生态环境执法阵地“哨兵”的职责。

在 12369环保热线值班室，一直珍藏着一本陈旧泛黄的
笔记本。那是郑州市 12369热线第一个值班记录本。封面

“2002年 6月 5日”的字迹已经模糊，就是从这一天起，热线值
班员们就开始了详细的值班记录，而这一记录，就是21年。

21年，热线团队每个人都是奔跑的“接力棒”，每个班次
都做到无缝衔接零差错。他们24小时、“5+2”、“白+黑”地默
默守护这块方寸之地，接听举报电话近 66万个，受理举报案
件 6万余件。近 8000个日夜，举报电话一个不漏，转办案件
一个不差，他们始终站在服务群众的前沿，连接了服务群众
的“暖心线”“幸福线”，架起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绿色桥梁，
打造了“全国巾帼文明岗”和“全国优质服务窗口”两个国家
级奖牌。

在热线值班员这个岗位上，张岩一干就是 19年，其中 15
年的春节都是在值班室坚守。同事们有时会开玩笑叫她“电
动马达”，因为她经常主动加班，轻伤不下火线，把手机当作
工作台，随时随地待命，有一次在住院做全麻手术的前一分
钟，也是发完最后一条工作信息才进了手术室。

张岩和同事们大都患有耳背和失眠两种职业病。耳背
是因为长时间戴着耳机接听和回听群众举报电话造成的。
失眠是因为夜间值班，电话铃声一响，神经就像条件反射一
样，立刻投入到受理工作中。

作为河南省生态环境厅优秀党员事迹宣讲团成员、市级
理论宣讲人才库成员和科技局聘用环保讲师，张岩在工作之
余走进社区、校园和企业开展环保科普宣讲 80余场，多次获
得省、市征文演讲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在 12369 热线这个绿色窗口，我们将始终把解决好企
业需求和群众身边事作为创新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的最
终目标，用实际行动践行‘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
法’的服务理念，用热爱守护好心中的生态‘绿’，一起努力打
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家园。”张岩表示。

第六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7日开幕
1300余家用人单位现场揽才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组委会
办公室获悉，第六届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将于本月 27 日在郑州
开幕。

据了解，第六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由河南省委、省政府、欧美
同学会主办。大会以“广聚天下英才，让
中原更加出彩”为主题，锚定“两个确保”、
服务“十大战略”，着力延揽一批“高精尖”
和“急需紧缺”人才，推动一批高质量人才
合作项目和创新创业项目签约落地，为谱
写新时代新征程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根据《第六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总体方案》安排，大会主要由开幕
式及当天主场活动、重点行业领域招才引
智系列活动、线上招才引智系列活动、省外
招才引智系列活动、省辖市招才引智专场
活动等内容组成。

10月 27日上午，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大会开幕式。27日~28日，将集中
举办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第七届“豫创
天下”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中原科技城
院士论坛、中医药发展论坛等活动。其中，
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将有部分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等 1368
家用人单位参会，人才需求 53558人，涉及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临床医学等
领域，线上VR招聘会场同步启动，3107家

用人单位线上设展，人才需求 76824人；第
七届“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现
场进行获奖项目颁奖、优秀项目推介、创业
导师与获奖项目对接等活动；中原科技城
院士论坛由海外院士、知名专家围绕通信
网络、人工智能等主题开展学术交流；中医
药发展论坛由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
医药发展、生物医药等主题进行演讲和交
流对接。

重点行业领域招才引智系列活动、线
上招才引智系列活动、省辖市招才引智专
场活动等前期已启动，近期还将陆续举
行。省外招才引智活动已举办 3场，共达
成签约意向 7863人，11月份还将在上海、
南京、武汉举办。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着力搭
建一流的人才创新平台，推进省科学院重
建重振、省实验室体系重构重塑，全国一
流大学郑州研究院项目纷纷落地，广大人
才干事创业的舞台更加广阔；着力打造一
流人才成长环境，出台以《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重要人才中心的实施方案》为引领的

“1+20”一揽子人才引进政策，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近者悦、远者来”的人
才生态加速形成。2018年以来，我省连续
举办五届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累计签
约各类人才 23.9 万人，引进顶尖人才团队
1312 个，落地高质量人才合作项目超过
2400个。

到2025年，我市职业院校
毕业生留郑率逾六成

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
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
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
要职责。《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年，我市
要打造 100 家市级及以上产教融合型企
业、10个市级以上产教融合实训基地、10
个产教融合教育集团（联盟）、15个校企合
作示范性产业学院、30个产教融合实践中
心、50个产教融合型重点专业、50个政产
学研用协同育人项目，职业院校毕业生留
郑率达60％以上。

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
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
发展格局总体形成，企业为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职业教育对经济发
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显著增加。

启动50个产教融合型重点
专业（群）建设

围绕构建产教融合发展新格局，《实施
方案》提到，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依托产业
园区，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
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
体。成立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
方参与的理事会，实现实体化运作，推动各

类主体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围绕重点产
业，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职业院校牵头，
组建行指委、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科研机
构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跨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到 2025 年，建设两个以上市域产教
联合体；建设 10个独立法人的实体化职教
集团（联盟）。对省级以上市域产教联合体
和示范性职教集团（联盟）牵头院校或企业
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同时，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围绕
郑州市战略支撑产业集群、新兴未来产业
集群建设，重点培育建设一批智能终端、铝
加工制品、氢燃料电池、人工智能、元宇宙
等方向的特色专业群；围绕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对接郑州市
文旅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一批文化创
意旅游专业群。启动 50个产教融合型重
点专业（群）建设（含中高本），建设一批引
领改革、支撑发展、郑州特色、国内知名的
高水平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

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
储备库

为探索多元办学模式，我市要建立产
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储备库，支持企业以独
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高等
教育、职业教育。重点支持行业龙头企业
或骨干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打造产教

融合型企业。积极探索职业学校股份制、
混合所有制办学试点改革，支持企业和公
办职业学校、公办和民办职业学校，合作
举办混合所有制性质的职业学校或二级
学院。

强化企业实习实训，支持规模以上企
业原则上按职工总数的 2％~3％安排专业
对口岗位接纳学生实习。推进实习实训规
范化，保障学生获得合理报酬、享有合法权
益。强化企业在岗职工教育培训，建立健
全企业职工培训制度，企业应按照职工工
资总额的 1.5％~2.5％提取教育培训经费，
确保培训经费60％以上用于一线职工。将
落实企业职工培训制度情况列入创新型企
业评价内容和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按政策
落实企业在岗职工参加教育培训经费补贴。

到 2025 年，超六成中职
毕业生升入全日制高等学校

深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实施方
案》提到，我市突出基础教育实践育人。将
工匠精神培育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在中小学开展劳动和
职业启蒙教育，普通高中可开设职业类选
修课。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组织
校企合作开发 300门优质劳动技术课程与
职业体验课程，共建60个职业体验中心。

促进产教协同育人，实施职业教育现

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支持依托哈工大
郑州研究院联合省科学院、有关企业共建

卓越工程师培育平台，试点开展以行业企

业为主导的专业认证机制。到 2025 年打

造 50个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项目；培育15

所特色鲜明、服务精准的校企合作示范性

产业学院，推进高职院校“一校一产业学

院”建设。

深化考试招生配套制度改革，探索中

高职、高职与应用型本科以及中职与应用

型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促进多类型、跨层

次职业教育专业标准、培养目标、课程体

系、培养方案的衔接贯通。到 2025 年，中

职学校毕业生升入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学

校的比例达到60％以上。

打造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对成功入围

国家级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国家级企业实践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学校或企业，分别给

予一定奖励。探索建立兼职教师差异化薪

酬体系，探索校企流动人员工作成果互认

机制。支持高职院校对接本地重点产业集

群，打造高素质“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到 2025年，全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

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重达到 70％以上，建

成 10个市级以上“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50个市级以上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

支原体肺炎进入高发期
专家：患儿应及时就诊，切忌自行盲目用药
本报讯（记者 王红）近日，支原体肺炎高发，不少孩子纷纷中

招，省会多家医院儿科门诊猛增，儿科床位告急。昨日，记者从河
南省人民医院了解到，为应对此次儿童就诊高峰，省人民医院儿科
增设夜间延时门诊，专家建议，患者如果出现发热伴有剧烈咳嗽，
建议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切忌自行盲目用药。

据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史长松介绍，近期，省人民医院儿
科单日门诊量近400人次，夜间急诊达150余人，为满足儿童就医
需求，医院儿科增设了夜间延时门诊，开诊时间为18：00~22：00；
就诊地点为急诊 2诊室；服务对象主要是以呼吸道疾病为主的内
科患儿。

支原体肺炎来势汹汹，到底这病是咋回事？据史长松介绍，支
原体是一种介于细菌、病毒之外目前已知能独立生存的最小微生
物，广泛分布于自然界。肺炎支原体，是众多支原体中的一种。由
于肺炎支原体没有细胞壁，像是没有穿“外套”的细菌，因此 75%
酒精和含氯消毒剂（如84消毒液）都可以杀灭肺炎支原体。

生活中，支原体感染多见于 5~13岁的儿童，幼儿园和小学阶
段最为常见。由于支原体感染主要由直接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
比较来说，流感潜伏期 3到 5天，支原体感染后潜伏期则较长，可
以长达 2到 3周，因此很难准确判断患者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被感
染的。

史长松建议，由于支原体感染儿童是高发人群，家长日常要注
意孩子的症状。具体来说，支原体肺炎起病相对较慢，起初多为
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表现为较轻微的鼻塞、流涕、咽痛、咳嗽，如
果没有及时重视和干预，则容易引起肺部炎症，出现咳嗽加重、
持续高热等症状。支原体肺炎患者发热通常 38℃~40℃，发热
与感染严重程度成正比，而且，咳嗽往往比较剧烈，开始为阵发
性干咳，即使在发热消退后，咳嗽还可能继续。支原体肺炎临床
体征往往轻于影像学检查结果，通俗地说，就是听诊器听着没啥
大碍，但一拍胸片、做 CT，就会看到肺部确有炎症表现，因此，就
诊时遵医嘱完善相应检查很有必要。

患上支原体肺炎怎么治疗？史长松表示，青霉素和头孢这
类抗生素都是以细胞壁作为靶点，但肺炎支原体没有细胞壁，因
此它们对肺炎支原体完全无效。目前一线治疗药物主要是大环
内酯类抗生素，阿奇霉素、红霉素、克拉霉素等是治疗肺炎支原
体感染的首选治疗药物。同时，支原体肺炎治疗的疗程相对较
长，一般需要 2~3个周期，如果治疗时间不足，则容易引起病情
反复。

史长松提醒大家：临床中，部分家长在孩子发病初期没有足够
重视，自行购买感冒药或消炎药给孩子服用，不但不对症、没效果，
还可能耽误最佳治疗时机。因此，如果患者出现发热伴有剧烈咳
嗽，建议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切忌自行盲目用药。

支原体肺炎该怎么预防？史长松说，目前还没有预防肺炎支
原体感染的疫苗，因此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
活中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增强体质，均衡饮食，提高免疫力，
在流行高发期，建议少去人员密集的封闭场所，必须时可戴口罩；
日常要注意手卫生，使用肥皂、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清洁洗手；此外，
要加强室内通风，保持空气新鲜。

郑州多措并举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到2025年，我市职业院校毕业生留郑率达60％以上

昨日，开封第41届菊花文化节盛大开幕，320万盆菊花竞相开
放，呈现出一场极具特色的视觉盛宴，活动将持续到11月18日。

郑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梦瑶 摄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推进郑州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0月 18日，市政府办公厅发
布《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到2025年，我市要打造100家市级及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10
个市级以上产教融合实训基地、10个产教融合教育集团（联盟），职业院校毕业生留郑率达60％以上。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