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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每年春夏期间，是大樱桃
成熟时间，也是果园繁忙时段。“大樱桃成
熟期短，需要及时出货，好在经过几年努
力，已经凭借口感和质量，培育了一批老客
户。”乔丽霞说，产品供不应求是由于品质
优良，而优良品质又来自绿色种植。果园
坚持使用黄豆煮熟、发酵、杀菌制作成生物

有机肥，坚持机械与人工方法除草，不使用
除草剂和化肥，同时坚持不熟不摘，最大程
度确保果品口感最佳。

为实现大型樱桃自动化分拣，合作社
配备分拣设备，分拣、清洗、冷却、包装一
体化完成，目前合作社拥有樱桃种植 5项
国家专利，联合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建

5个樱桃试验区，选育研究抗根病、抗逆
性强的矮化樱桃砧木，正在培育品质优
良、颜色鲜艳、果粒大、丰产、耐贮运的优
良樱桃新品种，探索樱桃矮化密植栽培新
技术。合作社还帮助创业者解决各种问
题，举办创新创业活动。

“冬季在园区除草的，多数是六七十

岁老人，每天工资130元。”合作社负责人
说，果园优先选择家庭困难的村民上岗，
每年发放劳务工资数百万元。

为延伸产品链，合作社正在研发樱桃
酒、樱桃红素、樱桃面膜、压榨樱桃籽油等
延伸产品。让产品线更长，覆盖面更广。
同时利用周边黄帝千古情景区、泰山村千
稼集的游客资源，打响“龙湖樱桃基地”品
牌，吸引游客体验、休闲、游玩、采摘。

“新郑不仅有红枣，还有大樱桃。”乔
丽霞和她的团队正努力让大樱桃像红枣
一样，成为新郑又一张亮丽名片。

“樱”红映碧纱 娇艳似“桃”花

为进一步增强重点车辆驾驶人交通
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督促客货运
企业落实交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强化
源头安全管控，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的发生，郑州交警深入客货运企业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如图），为驾驶员
敲响安全警钟。

12月 6日，交警十三支队民警走进
公交四公司，组织负责人、安全员、车辆
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
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
解不系安全带、酒后驾驶、超速、超员、疲
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结合公交车驾驶员的职业习惯和驾驶特
点，选取了多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让驾
驶员们深刻认识到不遵守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严重后果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
任，并从应急处置程序、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等多个方面讲解安全知识。

此次活动，通过正面引导和反面警
示，强化了公交公司内部管理，增强公交
公司驾驶员的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文
明意识，提升了客运车辆行车安全系数。

12月 9日，交警十三支队民警走进
河南安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开展以“一
盔一带”为主题的“文明交通 携手共创”
系列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安排有过

违法行为的大客车驾驶员参与前排讨
论，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文明交通和安全
驾驶的重要性。交警结合以往典型道路

交通事故以案说法，重点强调了酒后驾
驶、超员超速、随意变道、闯红灯、疲劳驾
驶等交通违法的危害性，提醒驾驶人安

全谨慎驾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告
诫广大客运驾驶人要始终握牢方向盘，
绷紧“安全弦”。活动结束后，民警对公
司停车场的大客车消防器材进行检查，
确保安全无误。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
将定期对车辆状况进行检查，并组织驾
驶员体检及学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

12月 10日，登封交警走进辖区祥和
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展“文明交通 携手共
创”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民
警结合商砼车辆的特点，向企业负责人
和驾驶员详细讲解了闯红灯、逆行、超速
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
为的危害，民警以辖区内真实的事故案
例，深刻剖析了事故发生原因，提醒驾驶
员在运输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文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民警还向企
业负责人和驾驶员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
料，提醒司机冬季恶劣天气多发，特别是
雪天出行，最好提前了解路况，轮胎花纹
磨损严重要及时更换，保持安全车距，降
低车速，谨慎驾驶。

郑州交警通过交通安全宣传进企业
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相关运输企业的安
全管理，增强了重点车辆驾驶人的文明
交通安全意识，筑牢冬季道路交通安全
防线。

握牢方向盘 绷紧“安全弦”
——郑州交警深入客货运企业宣传交通安全

本报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邢红军 文/图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十周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十周年””系列报道【【一渠碧水万古流一渠碧水万古流】】

（上接一版）

“渡水复渡水”书写南水北调故事
双 洎 河 渡 槽 全 长 810 米 ，工 程 于

2011年初开工建设，2013年底完成主体
工程施工。2014年 12月，南水北调中线
全面通水，“南水”与双洎河正式相遇。从
工程的施工建设到运行管理，张文博全程
参与其中，他见证了“南水”与双洎河的故
事，也书写着他与南水北调的故事。

2011年，24岁的张文博刚毕业就参
与到南水北调双洎河渡槽工程的建设，
这也是他工作生涯中参与的第一个水利
工程。他记得，那也是一个冬日，为了给
刚刚浇筑的混凝土保暖，他们就像对自
己的孩子一样，给工程主体穿上棉被、盖

上电热毯。将近3年的建设，建设者们克

服重重困难，最终圆满完成双洎河渡槽

工程，一道高渠飞架双洎河两岸。

双洎河渡槽建成后，张文博又参与

了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直至今天。2014

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时，张文博就守在

双洎河渡槽。“南水”入郑时是深夜，朦胧

月色下，当看到“南水”流入渡槽，穿过双

洎河，张文博心中说不出的激动。此后

10年，“南水”源源不断穿过双洎河，张文

博也一直守在双洎河渡槽，十年如一日

渡引“南水”安全过河。

“工程安全是‘一渠清水永续北上’

的重要保障。”张文博说，10年来，每天多
轮巡查是他们的日常。他们24小时密切

监测工程运行状态，日夜守护着一渠清
水安全过河北上。

“鱼翻藻鉴，鹭点烟汀”美景再现

仲冬时节，寒风飒飒。站在双洎河
岸边，渡槽飞架下，萧瑟草木间，涓涓绿
水逶迤东流，不时可见野鸭浮清波、飞鸟
掠水面。张文博犹记得他最初看到的双
洎河，水量很少，在冬季水枯时，甚至可
看到裸露的河床。

“南水”与双洎河隔空上下相望，交
叉而不交汇，但二水也并非完全没有交
集。双洎河渡“南水”北上，“南水”也回
馈给双洎河一河碧水。张文博说，双洎
河渡槽旁建有退水闸，10年来，通过南水

北调双洎河退水闸，累计向双洎河进行

生态补水约4亿立方米，河道生态环境大

为改善，沿线地下水也得到补给。

“南水”北上，双洎东流。在“南水”

的滋润下，如今影湛波平的双洎河，时时

可见“鱼翻藻鉴，鹭点烟汀”的动人美

景。清流畔，人水和谐，2000多年前古人

诗歌中“方涣涣兮”的溱洧河再现眼前，

“士与女，殷其盈矣”的游人如织景象不

时上演。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伊其相谑，

赠之以勺药。”2000多年前，汉江边和溱

洧河边分别上演着各自的爱情浪漫；

2000多年后，南水北调工程则创造出“溱
洧渡汉水、汉水润溱洧”的现代浪漫。

我渡“南水”过江河

（上接一版）

53个脱贫县农村婴幼儿可享免费营养包
为了让城乡儿童享受到同样的健康保障，2017年以来，我省

连续8年将“预防出生缺陷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纳入
民生实事。对全省 53个脱贫县农村地区 6~24月龄婴幼儿每天
免费发放营养包，改善儿童营养和健康状况；持续强化儿童生长
发育监测、儿童营养干预和口腔保健，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生
长迟缓率分别降至 1.08%和 1.03%，肥胖率和贫血率分别降至
3.42%和 5.21%，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线上办理7.5万余件
为了让群众办事“少跑腿”更省心，今年上半年，河南卫生健

康、公安、医保、人社、疾控等多部门合作，将出生医学证明办理、
预防接种证办理、出生户口登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社会保
障卡（电子社保卡）办理、生育医疗费支付、生育津贴支付、科学育
儿指导服务等 8个事项通过信息系统联通，集合成为“一件事”，
办事群众通过“一张表格，一次申请”，就可实现“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一网通办。

统计显示，自 5月 27日“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新系统上线以
来，截至目前我省共线上办理75000多件。

全省三级托育服务中心体系初步形成
为了让群众获得质量可靠、就近就便的托育服务，近年来，河

南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省
持续增加投入，持续扩大托位供给。

数据显示，2023年，河南省总托位数达 30万余，千人托位数
3.03，超额完成国家目标。2024年截至目前，我省现有托位数已
达 36.7万个，预计年内可以完成千人托位数 3.8的年度目标。截
至目前，河南省三级托育服务中心体系初步形成，挂牌成立省级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1个，市级18个，县级26个。

按照河南省“十四五”托育发展目标，我省将持续增加普惠托
育服务供给，计划到2025年，全省所有城市社区托育服务覆盖率
达到 90%以上，力争每千人口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4.6
个，托位数总量达到45万个。

推进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
聚焦老年人健康需求，我省加快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

推进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大力推进“医中办养”“养中

办医”“两院一体”“医养协作”等多种形式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目
前，全省医养结合机构 536家，设置床位 7.2万张，养老机构与医
疗机构签约合作 4093对，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医养结合机构全覆
盖、医养签约全覆盖。

另一方面，不断提升健康养老服务能力，建立智慧化医养结
合质控平台和四级质控网络，实施医养结合机构“三级五等”等级
评定。计划自2023年起，用五年时间打造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等
基层实践样板各 100个。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构建医疗机构—
社区医养服务中心—社区医养服务站—家庭的“全链式”服务网
络，推行“医防康养护”一体化服务，目前已在37个县（市、区）230
个社区（乡镇）推广。

“敲门”行动服务失能老人23.2万人次
慢性病多发、功能减退、失能失智等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

量，对老年健康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省创新服务方式，
推进居家医养结合服务。推行家庭病床，实现“病床设在家、医生
走上门”；开展“豫健护理到家”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专
业护理服务。

今年 6月起，河南在全省范围启动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
动”，即依托家庭医生团队，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免费上门康复护理
服务与健康管理指导。截至目前，已为失能老人免费上门服务
23.2万人次。

明年全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率要超九成
为加强老人健康管理，我省不断做实基本公卫老年健康服务

项目，上半年全省65岁以上老年人建档率97.2%，城乡社区规范健
康管理服务率57%。同时，我省实施系列健康促进行动，扩面开展
老年心理关爱、口腔健康、营养改善、痴呆防治等行动，完成高危人
群早期筛查和分类干预2.7万余名，不断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按照计划，2025年，我省将引导各地新建、改扩建、转型发展
老年医院、康复医院，加快老年医学、安宁疗护规范化发展，二级
以上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设置比例达到85%以上，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建设率达到90%以上。

河南交出“一老一小”民生答卷

500名的哥当选文明之星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经过为期近两个月的严格筛选与综

合评定，2023年度郑州市出租汽车行业“文明的士之星”、优秀特
色车队、优秀组织名单公布，500名驾驶员获得“文明的士之星”荣
誉称号，同时评选出8支优秀特色车队，6个优秀组织。

本届评选涌现的“文明的士之星”，不仅在行车安全、车容车
貌、设施设备、形象礼仪等方面表现出色，更在诚实守信、无私奉
献、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道德品质上树立了榜样。

在表彰大会上，郑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这些
出租汽车行业中的佼佼者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为出
租汽车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今后我市出租汽车行业要持
续发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捷
的出行服务，助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市领导为高校师生讲授思政课

提升思政课实效
讲好新时代故事

本报讯（记者 张昕）12月 13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虎强到
郑州工商学院讲思政课，察看思政课教育基地，与师生座谈交流
思政课建设的心得体会。

虎强对学校思政课开展情况表示肯定。他指出，领导干部到
高校讲思政课，是党中央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举
措。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
指示精神，扛稳责任使命，强化创新意识，以高质量的思政课为教
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

虎强要求，要提升思政课教师队伍能力水平，讲深讲透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要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吸引
力，用学生爱听能懂的语言讲好新时代故事。要创新思政课教学
方式，优化课程体系、教材体系，讲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提高思政课教育实效，引导学生自觉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希望学院开阔视野、拓宽思路、
久久为功，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地 通讯员 杨晴 周园
园）省发改委日前公示了河南省转型升级
试点开发区名单，郑州高新区成功入选集
群发展领域和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河南省转
型升级试点开发区。

本次公示的省级转型升级试点开发区
分集群发展领域、数字化转型领域、协同创
新领域、绿色集约领域和开放合作领域 5
个领域，全省开发区经过所在市审核推荐、
专家答辩论证等环节角逐试点项目。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形成以
电子信息、先进材料、装备制造为核心的特
色主导优势产业集群。2023 年主导产业
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达到 63.8%，
集聚了紫光计算机、新华三、汉威、明晟新
材料、三磨所、黎明重工等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 2023年
中国百强产业集群，获批国家级超硬材料

产业基地、全国唯一的“北斗应用技术知名
品牌创建示范区”；打造了亿达（郑州）科技
园、国家 863中部软件园、郑州天健湖智联
网产业园等 5家省级软件产业园；在气体
传感器等高端仪器仪表、大型矿石粉磨机、
节能环保设备、盾构机、超硬材料等领域优
势明显，经济规模稳步提升，全国影响力持
续提升。

同时，郑州高新区发挥创新资源高度
集聚优势，数字化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成功获批河南省数字化转型示范区。
数字新型设施布局全市领先，打造了中部

第一张“城市算力网”，加快推进郑庆哈城
市算力网实验场的首个先导项目建设。
数字产业创新平台加速布局，建设了国家
新一代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筹）、
河南省数字经济产业创新中心、国家网络
安全发展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打造了
郑州天健湖智联网产业园、数算产业园等
产业园。加速实施智改数转行动，规模以
上制造业企业上云覆盖率达 80%，累计打
造智能化工厂（车间）29家，正星、新天等
103 家企业获批河南省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12 家企业入选 2023 年郑州市数字经

济重点企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将多措并举，实施

数字化创新突破行动、数字化提质扩面行
动、数字化转型示范行动、数字化设施筑基
行动、数字化服务升级行动，加快建设全省
数字化转型标杆示范区；实施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行动、产业主体招大育强行动、产业集
群量质提升行动、产业生态要素集聚行动、
扩大开放合作交流行动，打造国内一流的创
新型产业集群，加快融入全球产业创新体
系，促进集群扩容、增量、提质、提效，为河南
省现代化产业链群体系建设贡献高新力量。

转型升级表现“优秀”
高新区入选省级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