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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改造焕新
的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群众诉求工作室”近日正式启用。

据悉，该工作室是郑州首个“群众诉求工作室”，旨在推
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主动回应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新亮相的“群众诉求工作室”位于市城管局东配楼一
楼，入口处有人民意见建议征集箱，方便群众随时反映问
题。大厅内安装了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信访相关法律法
规宣传片和市城管部门要闻动态。开辟“接谈区”，变登记
接访为面对面交流，拉近距离，促进沟通。增设便民服务
台，提供手机储存柜、爱心充电设备、小药箱等便民物品，把
办公场所营造出“家”的氛围，让办事群众充分感受到“家”
的温暖。

市城管局信访部门负责人介绍，“群众诉求工作室”持
续践行“百姓城管、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着力打造体验舒
适、开放包容的便民环境，在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的过程中，真心融入群众、真情服务群众，架起城市管理和
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不断开创全市城管系统信访工作新
局面。 谷长乐

市城管局改造升级“群众诉求工作室”

河南有了首部不动产登记地方标准
明年2月6日起实施

本报讯（记者 孙雪苹）12月 16 日，记
者从河南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我省首部关
于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地方标准《不动产登
记资料管理规范》近日经河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批准发布，将于 2025年 2月 6日起
实施。

据了解，《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规范》
是国内较早提出不动产登记资料纸质和电
子载体一体化管理的地方标准，也是我省
首部正式获得批准的关于不动产登记工作
的地方标准。由河南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院牵头，联合河南中信恒通档案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郑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同编制，主要规定了不
动产登记资料的分类、归档范围及保管期
限、资料收集、纸质档案整理与保管、电子
档案管理及查询利用等内容。

不动产登记作为一项基础性公共服
务，对于保障群众财产权益、激活资源要素
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不动产登记工作
中，也面临着资料数据信息体量大、类型
多、涉及范围广等问题，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是优化不动产登记相关政务服务水平，助
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要切入点。

《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规范》的制定细
化了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的原则要求、概
念术语、实施程序步骤等，能够有效规范全
省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工作，提高不动产
登记资料管理工作的系统化、标准化、规范
化水平，具有较强实用性和指导性。

“近年来，我省不动产登记效率不断提
升，这背后离不开档案管理标准化、智能化
的支持。此外，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中，登记
安全及权属信息的准确度要放在首位，这也
需要规范化的档案管理作为支撑。”河南省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院相关负责人说，该地方

标准制定前针对省内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
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广泛征求行业领域、
科研院所等专家意见，标准制定程序规范，
标准结构合理，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这份地方标准的发布将为推动河南
省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工作的规范、高效
及有序开展发挥积极作用。”该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河南省不动产登记部门将加强
标准应用的示范推广工作，切实提升全省
不动产登记资料管理能力和工作成效，充
分释放标准化对于我省不动产登记工作的
支撑作用和引领动能。

直播间投递求职简历？
这个可以有

周二有场青年人才招聘会 线上也能找岗位

本报讯（记者陶然）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获悉，周二9:00~16:00，
“职在河南 职等你来”青年人才招聘会在郑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青年人才市场举办。

活动现场设置 100余个招聘展位，参会单位包括省属重点企
业、各地市知名企业等企事业单位。提供教师、行政专员、管培生、
机械工程师、新媒体运营、主播、会计、化学试剂研发、护理、销售代
表等4000余个岗位。

据悉，此次招聘会将采用“线上+线下”形式举办，求职者可通
过“乐业郑州”服务云平台或登录“乐业郑州”微信小程序查看企业
招聘信息。本次活动将通过“郑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
号、抖音号、支付宝生活号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直播中可通过抖
音小程序一键投递简历，方便无法到场的求职者。

线下招聘现场将设置政策宣传区、就业指导服务区、面试区等
多个服务专区。

郑州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给您提个醒：减少室外活动，尽量绿色出行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记者 16日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根
据省、市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及会商结果，12月 18日起，我市整体扩
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以中、重度污染为主。经研究决定发布重污
染天气橙色预警，自 12月 17日 0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响应，解
除时间另行通知。

重污染天气Ⅱ级响应期间，建议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
管、呼吸系统等疾病的易感人群留在室内，确需外出的需要采取防
护措施；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如不可避免，建
议采取防护措施；已安装空气净化装置的幼儿园、中小学及时开启
空气净化装置，组织中小学、幼儿园停止室外课程及活动；医疗机
构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增加医护人员。

重污染天气Ⅱ级响应期间，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包括倡导公
众绿色消费，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涂料、油漆、
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倡导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或电动汽车等出行；倡导公众绿色生活，减少能源消耗。

重污染天气Ⅱ级响应期间，将采取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工业
企业、移动源、面源等按照《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重污染
天气应急减排清单要求落实各项减排措施。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 文 徐
宗福 图）这是一场创意与技艺碰撞、非
遗与面食相融的烹饪赛事盛会。12月
16日，以“中国面·中国味”为主题的首
届“白象杯”面食烹饪邀请赛（中部赛
区）活动在郑州精彩举行。

该活动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办，中
国烹饪协会中式菜肴研发中心承办。

红绿相间的京津特色捞面、油润
鲜亮的过油肉拌面、色泽金黄的非遗
大刀金丝羊汤面……大赛现场，色香
味美、品类繁多的面食让人看得眼花
缭乱。圆润饱满的鲍鱼酥、栩栩如生
的狮子滚绣球、娇艳欲滴的荷花酥
……各类色彩斑斓的面点更是花式
齐全。一桌桌充满艺术气息的面食、
面点展品展现出参赛选手的高超技
艺水平。

据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乔杰介
绍，此次赛事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太
原、上海、广州、郑州、宜宾五大赛区。
赛事以“中国面·中国味”为主题，设置

了面条类和非面条类两大赛项，参赛
选手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现场制作
两款作品，充分展现面食制作技艺和
创意。经过激烈的角逐，张垚、刘海
军、李金艳等6位参赛选手荣获面条项
目特金奖；程振伟、张青腾获非面条项
目特金奖。

大赛期间，“中国面·中国味——
传承非遗匠心论坛”精彩举行。众多
中华美食非遗传承人共同深入探讨如
何实现中华传统餐饮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大家纷纷表示，不断推动中华饮食
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同时激发行
业的创新活力。

“中华传统面食文化博大精深，
我们有责任把精湛的面食烹饪技艺
传承下去，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
扬光大。”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樊胜
武深有感触地说。非遗传承人郑春
秀表示，我们需要用匠心精神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人了解中华餐
饮文化。

（上接一版）两位花甲老人干脆利落地踢
腿、劈叉、朝天蹬……热身后开始缓慢接
触，动作也逐渐转快，身形变得飘忽起来，
随后又抄起牛角拐和红缨枪有来有往地展
开器械对练。

穆进兴回忆，大吕人不但联手抵御匪
患，还曾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功勋。

习武之风一代代延续，很多嫁到村里
的女孩都要学几手，现在别的村子村民晚
上凑一块要么打牌，要么跳广场舞，大吕村
的村民晚上回家却是聚在附近的广场上，
扎堆练武术。

大吕武术进社区入校园
近年来，大吕人为促进二洪拳传统武

术传播，常进社区展示展演，入校园传承教
学、收徒传艺，不断在各级各类武术大赛和

展演活动中展示传统武术的魅力，也擦亮
了“大吕武术”的招牌。

穆进兴日常专注于挖掘、整理相关拳

谱和套路，积极推动大吕武术这一非遗项

目走进中小学校园。他经常走进大吕小学

的操场，一边示范动作要领，一边纠正孩子

们的错误姿势，时不时还大声鼓励“练拳要

有精气神”，休息时还亲自下场演练起二洪

拳，腾挪闪转拳脚生风，引来孩子们的阵阵

掌声。

他经常在家中的武馆免费传授留守儿

童二洪拳套路及器械。他认为练武不但能

够强健孩子们的身体，也有利于帮助孩子

们形成乐观积极的性格，而义务教授既是

对祖先习武之风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

的一种赓续。

“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村里的娃娃都

会练，二洪拳不光咱们村的小学练，周边的
学校也练习。”大吕二洪拳研究会会长王全
栓说，村中成立了大吕武术示范学校，近年
来还积极响应非遗项目进校园活动，大孟
街道辖区的部分中小学也试点开设武术课
或武术特长班，计划从娃娃抓起，将大吕武
术传承下去。

传统武术成文化名片
大吕武术包括拳术头趟架、十三响，器械

刀枪剑棍、鞭梢锤叉以及稀有兵器四节等拳
械套路80多套，是中华武术的精华。大吕武
术代表队曾在少林武术节多个项目比赛中

“战功赫赫”，引起广泛关注。
王全栓告诉记者，每年腊月到来，年

关将近，出外经商或打工的村民陆续回

乡，大家在聚会之时又会一遍遍地熟悉自
小习练的动作，在你来我往中不断焕发青

春和活力。

大吕村因武闻名，获得了大孟镇“武术

示范村”“郑州市文化产业特色村”等称号，

大孟镇也于 2014年获“中国武术之乡”殊

荣。“大吕二洪拳”2021年被列入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吕武术普

及周围十几个行政村，成为中牟乃至中原文

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委员田文敬在为《大吕武术》丛书作序

时，评价大吕人：“生活在普通乡村，世代以农

耕为主，间或练拳习武，虽然历经风雨，依然

坚守百年，对二洪拳这一拳种精心保护、代代

传承，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小村庄的百年“功夫传奇”

面点荷花酥娇艳欲滴

面这场别开生 的烹饪大赛，超有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