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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实行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改革，取得了历
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成就。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市，深化改革开放不动摇，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加快打
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本报推出【见微知著·见证郑州深改】系列报道，从典型故事、典型
案例、典型人物入手，扫描郑州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万千气象和民生百态。

【【见微知著见微知著··见证郑州深改见证郑州深改】】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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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共、水流云断，且陶陶、乐尽天
真。长安路与柳林路交叉口金水市民
中心A栋 4楼内，金水区“人才夜校”课
程正酣，声乐课老师韩洋洋正带领着年
轻学员们学习发声方式。选择休息时
间充电，学员们不为考证不为俗务，只
为追逐心中的光。

人才蔚起，国运方兴，为深入贯彻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金水区围绕全市打造国家人才高地的
目标，由区委人才办牵头成立了金水人
才服务（青年创新创业）中心，金水人才
集团负责运营，为企业与人才提供综合
性服务的专业化平台。

“金水人才服务（青年创新创业）中
心是全市第一家，也是人才来郑留金的
第一站，我们主要为有创业想法的人才
提供融资、创业辅导、政策以及工商财
税等人力资源的支持。”金水人才集团
总经理姚岚表示。为有效破解青年人
才“学习难”问题，今年 2月，金水区依
托中心探索建立了全省首家县区级“人
才夜校”，利用晚间业余时间为人才“充
电赋能”。

金水“人才夜校”围绕“学艺”和“学
习”两大定位，常态化开设健身操、太极
拳、声乐、摄影（视频剪辑）等实用、易

学、多元化的课程。一杯奶茶钱，享受
一堂课，夜校首期一经推出，便成为潮
人下班后的新宠和聚集地。

夜校将中心作为教学的主阵地，同
时在青年人才聚集地设立分校，形成

“1＋N”的夜校阵地体系。目前，夜校
二期已经启动，且中心总校，凤凰台、姚
砦、西亚斯（郑州分校）、杜岭五所分校
同开，方便人才就近“充电”。

为 了 拓 宽 发 展 范 围 ，让 人 才 夜
校成为专业、有范儿的品牌夜校，金
水区进行了全面品牌形象升级并更
名 ，4 月 份 ，逐 光 人 才 夜 校 正 式 面
世。第三季度，夜校分校将达到 10
校以上，最终形成 10~15 分钟“人才
服务圈”。

与此同时，高层次人才在夜校学习
有福利送上，“凡是持有市、区高层次人
才认定证书的学员免费参与；‘金标准’
体系认证人才可享受 9折优惠。”金水
人才夜校项目经理刘爽介绍说。截至
目前，“人才夜校”二期进行中，五校共
设置 21 门课程，学员人数接近 500
人。为了确保学习课程是群众所需，夜
校根据人才需求不断优化教学质量，吸
引并留住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在金水就
业创业兴业。

上夜校充电上分
这届年轻人夜生活挺“潮”

本报记者 王翠 通讯员 张兴学

仲夏时节，行走二七商圈，扑面而
来的是堪比天气的“热辣滚烫”——二
七广场上，游客络绎不绝，和二七纪念
塔合影留念之余，不忘在商圈逛吃赏
玩。德化步行街上，不时走过身着汉服
的盈盈少女，频频手机自拍……老牌商
圈人气爆棚、活力十足，尽显潮流时尚
范儿，烟火气不断升腾。

数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二七商
圈客流达164.52万人次，同比提升35%，
旅游收入7187.96万元，同比提升30%。

商圈繁荣的背后，是二七区大力实
施“党建引领赋能二七商圈城市复兴”

“二七广场专属网格”等基层党建“书记
项目”，将二七商圈复兴发展与党建引领
网格化治理融合、贯通，创新专属网格治
理“333”工作法，探索出的一条党建引领
与商圈发展同频共振、融合共生、互促共
赢的生动写照：打破部门与条块分割壁
垒，设置“商圈”网格——将德化街街道
全域、铭功路街道和一马路街道部分区
域，统一纳入二七商圈一级网格，按照商
业、项目、居民类别，精准设置6个二级网
格、49个三级网格、148个微网格。同时
聚合街道、下沉部门、企业党组织和公共
服务机构等力量，实施“红满网格”行动，
示范带动企业负责人、物业经理、保安人

员、热心商户、青年志愿者等各类人员
500多人参与其中，将暖心服务送到商圈
商场、商户身边。

“我们目前在策划筹备周年庆，办事
处、网格工作人员经常主动上门问需求
解难题，真情实意我们深有感触。”亚细
亚企划总监刚云鹏介绍，商场去年8月开
业以来，就成为所在辖区“团宠”，经常上
门送服务、讲政策，让商场畅行无忧。

在华润大厦一楼，有个党群服务站，
政务服务自助机、社会组织孵化等一应
俱全。民主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虎欣表
示：“把服务站设在一楼，就是为了企业
能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我们还组建了微
信群，有问题群里反馈，第一时间就会有
回应。比如我们会组织相关部门对员工
统一办理健康证。同时，针对企业不了
解、不懂的政策，我们会详细进行告知，
比如小微企业贷款等。”这样一来，不少
企业困惑和难题迎刃而解。

在二七路西太康路，比亚迪城市体
验中心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收尾建设。“针
对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我们都是一站式
办理，最大限度缩短企业办事周期。”德
化街街道副主任杨璠介绍，项目总面积
12000平方米，包括汽车博物馆、新能源
展示项目等，有望本月底开业。

“红满网格”
让老商圈焕发“新”引力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景静

（上接一版）如今，郑州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5800 多
家、科技型企业 1.3 万家、专精特新企业 3554 家，形
成了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等六大
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数字经济规模达 6500 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 50%。电
子信息产值突破 6000亿元，新质生产力打造动力新
引擎。

以平台为城市发展“搭舞台”——2023年，中原
科技城跃居全国科技城综合排名前 20，新签约一流
大学研究院 6所，新增国家重点实验室 4家、总数达
14家，新增省实验室5家、总数达12家。

加上中部崛起战略进入新的周期；郑州都市圈
获批全国第 10个国家级都市圈；河南省首条跨城地
铁——郑许市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郑汴许”金三
角的逐渐成形……郑州的城市辐射面不断扩大，城
市的综合实力更上层楼，吸引更多河南乃至全国各
地的人口来郑学习、工作、创业、安家。

政策护航为人才发展提供后勤保障
择一城发展，考量的是宜业“硬条件”；选一城

生活，中意的是宜居“软环境”。当前，郑州人才
政策持续迭代，为人才提供“就业有保障、创业有
平台、创新有支持、生活有温度、发展有预期”的
城市发展环境。

从 2015 年的“智汇郑州·1125 聚才计划”，到
2017 年的“智汇郑州”“1+22”人才政策；从 2020
年的“3.0 版”人才新政，到 2023 年的再次升级迭
代的人才政策……郑州构建起了包括岗位开发、
奖励补贴、安居保障、创业支持、招聘服务等在内
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着力打造青年发展友好型
标杆城市。

就业有渠道——“万众就万岗”招聘会、“职在郑
州 职向未来”招聘会、“职等你来 不负盛夏”招聘会、

“夜市”招聘会……近期正值毕业季，郑州多场招聘
会正纷至沓来，以解毕业生之忧。

生活有补贴——为了吸引更多人才来到郑州，
郑州不仅对毕业生按照每月最高 1500 元的标准提
供生活补贴，而且，对进入我市博士后设站单位从
事博士后研究，在站前两年期间每人每年给予 10
万元至 15 万元生活补贴。对我市企业引进或出
站留企工作的博士后，给予 20万元至 30万元安家
补贴。

购房有补助——在郑州租房或者购房的符合条
件的相关人才，不仅可申请人才公寓，可以在政府提
供的青年人才驿站暂时落脚，还能享受最高 10万元
的购房补贴。

创业有补贴——除了对在郑州首次创办企业或
从事个体经营的毕业生给予最高 1万元的一次性创
业开业补贴，在运营过程中也有最高限额 2万元的
年补贴，若成为大众创业扶持项目，将有 15万元项
目补助。同时，大学生电商领域创业首年度给予全
额补贴，第二年度按照 50%比例给予补贴，每年最
高不超过 2万元；入驻市级以上软件园进行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领域创业，政府将给予创业首年度

全额补贴，第二年度按照 50%比例给予补贴；自主
创业的高校毕业生还可申请不超过 50万元的创业
担保贷款。

条条大路政府已铺好，为毕业生的奋斗之路“保
驾护航”。截至今年 6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8.45
万人，组织失业人员就业技能培训 1.79万人次，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4.48亿元。

放眼郑州，“文化郑、年轻郑、国际郑、科技郑、服
务郑”正成为这座城市的显著标签，郑州“以城聚才，
以才兴城”的良好态势正在加速形成。

近悦远来厚植营商环境沃土
一定程度上来说，拼经济就是拼营商环境。营

商环境是一国、地区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也是
抢企业、抢人才的关键。

近年来，郑州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全局工
作的突出位置，实施一系列硬举措、实举措，厚植
营商环境沃土。2023 年 3 月，郑州市出台优化营
商环境“36条”，从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改革、加强
政务服务基础建设、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推动惠
企政策全面落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提出
36条政策措施，力争营商环境迈进全国第一方阵。

“一网通办、一次办成”。如今在郑州，围绕个人
常办的出生、就学、创业、退休等事项，以及企业常办
的工商注册、社保缴纳、工程建设、纳税服务等事项，
都可实现“掌上办”“刷脸办”，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让来郑之人赞不绝口。

“无事不扰、有事快办”。为助力中小微企业发
展，郑州高新区大力深化‘一网通办’，推动电子证
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材料应用尽用，推行全
流程‘保姆式’服务，其经验做法入选全国政务服务
效能提升典型案例，获全国推广。

从出台优化营商环境“36条”到“一件事一次办”
上线运行主题场景 20类 405项，郑州市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郑州扎
根生长，人们就业有了更多选择，宜居宜业的郑州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才汇聚于此。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郑 州 市 新 增 经 营 主 体
42.47 万户，总量突破 200 万户；新增高技术企业
1980 家、科 技 型 企 业 1547 家 ，吸 引 留 郑 大 学 生
22.7 万人。

2024 年初，郑州市以“新春第一会”的形式召
开 2024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发出以一流营商
环境、政务服务加快打造“投资郑州”品牌的强烈
信号，对全力打造营商环境的“郑州品牌、郑州标
杆、郑州模式”作出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建设营
商环境全国“标杆城市”，打造一流的政治环境、政
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社会环
境，努力做到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
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

数据显示，2024年前 5个月，郑州市经济运行呈
现延续稳中向好、趋优向新的发展态势，这些成绩，
不仅展现了郑州市的繁荣与活力，也彰显了这座城
市在吸引人才、集聚人才方面的强大魅力。

1300万人口城市的人气密码
（上接一版）将贾湖骨笛、河南十六弦
筝、箜篌、鲁山瓷鼓等具有中原代表性
乐器依次陈列。在橘色光影的温柔映
照下，典雅端庄、精致华美的她们静静
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是悠久历史的见证
者，更是文化传承的青鸟使。

汉代陶塔、玉制编钟、虎纹玉罄、月
牙形箜篌、和田玉胡人乐舞俑……错落
有致的布局设置、古朴温润的丰富藏
品、历久弥新的礼乐经典，引领着访客
开启一场场与音乐、与历史、与文化的
深度对谈。置身其中，漫步其间，耳畔
仿佛响起古早的曲调，她们悠悠然穿越
时空，由远及近若有似无，让人不由得
放慢脚步，和着心中缓缓流淌的乐章轻
吟浅唱，为中华音乐艺术瑰宝的直观展
现所感动，为从时光深处款款而来的历
史馈赠所震撼。

一段见上古、见近代、见
当下的悠悠过往

“八音”本是古籍中一种称谓，后来
逐渐为各种民俗与宗教吸收，有了佛教
八音、乐昌八音、乐器八音、镇隆八音
等，是悠久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音律史的重要符号。以古代乐器

“八音”为载体的华夏礼乐文化，深刻体
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了
中华美学精神。

中国乐器的“八音”概念由来已久，
在古代文献中不乏记录。《周礼》有载：

“皆播之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汉
书·律历志上》亦有云：“土曰埙，匏曰
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
曰钟，木曰柷。”这里的“八音”既是制作
乐器时用的原料，也是我国古代乐器的
分类——编钟之声清脆悦耳，属金；磬
石之音深沉回响，属石；陶笛之韵温润
和暖，属土；鼓皮之响激昂有力，属革；
琴瑟之调细腻柔美，属丝；木鱼之敲清
脆悠远，属木；芦笙之吹浑厚绵长，属
匏；笛箫之奏高亢婉转，属竹。因这八
种原料能制作所有的乐器，后世便以

“八音”与“乐器”同称，逐渐成为中国传
统音乐的同义语。

八音合奏东南少，一道相传今古
同。千百年来，“八音”在文学作品中被
文人墨客广泛引用。譬如，由五言十六
句构成的八音诗，从第一句起，将“金、
石、丝、竹、匏、土、革、木”依序冠于每句
或每联之首，构思独特，笔触精妙。南
朝的沈炯、唐代的权德舆，北宋的黄庭
坚等，都曾写下过《八音诗》，至今仍为
人称颂。在生活中，源远流长的“八音”

从未远离百姓日常，备受大家喜爱的
“八音盒”，其汉语称谓之源起便与之息
息相关——寓意着包括所有乐器、所有
音乐、所有音乐表现形式的声音，正是
对古代八音定义的形象应用。

一座连时空、连山海、连
心灵的希望之桥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作为
响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重大国家战略打造的沿黄精品文化项
目，“西山·八音乐坊”不仅仅是一个展
览场馆，更是一个集教育、研究、交流于
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

一个馆藏丰富的展览场馆。在这
里，珍贵罕见的古代乐器较完整地记录
和展示了中原璀璨绚丽的音乐文化，填
补了中原文化乐器领域的展览空白，对
地域性音乐艺术乃至中国音乐史、文学
史、文字史、民俗史等都有着极其重要
的研究意义。

一个特色鲜明的文化空间。在这
里，孩子可以触摸古老的乐器，学习演
奏技巧，感受音乐魅力；青年可以聆听
大师教诲，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
升创作灵感。为了让更多人深入了解
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西山·八音乐坊”
以音乐为体，以展馆为介，搭建美育实
践基地，定期开展研学活动，引导广大
青少年了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音乐文化，一批又一批大中小学生从全
国各地赶来体验、学习、交流，民族自豪
感油然而生。

引进来。通过音乐会、工作坊、讲
座等多种形式，邀请专家学者深入研究
音乐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为中华音乐的
传承与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2022年
6月，“金声玉振——音乐文化主题收藏
展”揭幕，来自河南文博界、文艺界、音
乐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同
赏传统乐器珍藏，共享“八音”古乐盛
宴。2023年 9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沿
黄九省音乐家协会的专家相约于此，参
观、交流、研讨，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音乐传承焕新。

走出去。与国内外文化机构、高校
及艺术团体开展合作，架起连接不同文
化和心灵的桥梁，协力促进中华音乐文
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今年 5 月，“西
山·八音乐坊”携手苏州教育博物馆推
出“八音和昶 盛世云韶——中国古代乐
器文化展”，浸润式体验让观众零距离
感受中国古代乐器的礼乐文化魅力。

一份为热爱、为传承、为
创新的执着坚守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诸多珍贵的
文化遗产正在直面被忘却的危机，“西
山·八音乐坊”的诞生，源自于创建者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郑州
大学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巩伟教授对中
华传统音乐文化深深的热爱与敬畏。

受家庭熏陶，巩伟从小喜欢音乐，
一支两块五毛钱买来的竹笛为他敲开
了音乐之门。师从著名长笛和声乐教
育家薛明、考入武汉音乐学院深入系统
地研究音乐艺术、退而不休带领莘莘学
子 成 就“ 中 国 管 乐 发 展 的 河 南 现
象”……长期以来，巩伟在深耕教育的
同时专注于中国传统古乐器、音乐题材
等艺术品的发掘、研究与收藏，“西山·
八音乐坊”馆内一件件精美厚重、多姿
多彩的藏品，正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的
结晶。

“这个就是贾湖骨笛，她的发现，将
中国音乐史推至 8000年前。”谈及珍藏
的宝贝，巩伟如数家珍，他将每一件藏
品都是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对她们背
后的故事更是了如指掌。从藏品搜集
到场馆打造，从公益办展到文创研发，

“西山·八音乐坊”创建近三年来，巩伟
自筹资金维持运营，事无巨细亲力亲
为，在他的精心打理之下，古老的音乐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西山·八音乐
坊”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已成为
郑州城市文化地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巩伟坦言，当下的“西山·八音乐
坊”正面临场地有限、资金匮乏等诸多
制约，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需要帮
助和支持。因为热爱所以开始，因为情
怀所以坚守，尽管一路走来很多艰辛，
但巩伟始终相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才是收藏的意义——比起自娱自乐把
玩、欣赏，他更愿意将自己的藏品以及
在收藏过程中发掘、体会到的文化内
涵，通过“物”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人，
一起感受中华音乐的魅力，体验跨越千
年的情感共鸣。

治民莫善于礼，移风莫善于乐。古
人将雅乐作为“华夏正声”，主张雅乐的
人更是将“八音”齐备看作遵循古代乐
制的必须条件，从商周至宋元，由明清
至当下，中和韶乐从未被历史的车辙声
所掩盖。心动于和声，感人之最深者
也。时而激越高亢，如雷霆万钧，时而
婉约轻柔，如山泉潺潺，听，“八音”和鸣
正在奏响中国音乐独有的浪漫。

金声玉振奏“八音”

（上接一版）调研督导中，吕挺琳要求，要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突出“应急避险”“应急抢险”两大重点，认真梳理检查
各项准备工作，想全想细想万一，抓实抓细抓具体，全力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摸清底数、精准施策，聚焦城区防汛
风险点位、薄弱环节，落实落细度汛临时性管制措施，抓好救援
力量保障、转移避险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
平。要加强监测、做好保障，强化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会
商研判，备齐备足防汛排涝装备、物资和抢险力量，根据雨情水
情变化及时调整应急响应，果断采取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群
死群伤灾害事故的防汛“金标准”。要优化体系、压实责任，全
面落实“123”“321”防汛工作要求，持续提高防范应对工作的
科学性、系统性、协同性，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和各环节
高效衔接，确保城市安全度汛。

市领导调研督导防汛应急准备工作

全面准备严阵以待
确保城市安全度汛

市领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五到位五确保
守护汛期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战龙）昨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宏伟
带领应急、工信、水利等部门到新密调研防汛备汛、安全生产及
经济运行工作，开展接访和巡河工作。随后收听收看全省防汛
调度会并召开续会，部署新一轮降雨应对工作。

陈宏伟要求，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要求贯穿到
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全过程，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从严“管”、提前“防”、
精准“治”；要一案一策，精准把脉信访案件，有效有力解决
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等信访问题，保障群众合理合法
诉求。

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陈宏伟要
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全力做到“五
到位、五确保”，守牢汛期安全堤坝；防汛工程设施维护维
修疏浚到位，确保关键时刻发挥最大作用；抽排设备预置
到位，确保重要交通节点、易涝点位第一时间有效抽排；人
员值守到位，确保不发生意外事故；人员转移避险到位，守
牢不发生群死群伤金标准；分析研判到位，确保应对措施
科学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