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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观新闻

本报讯（记者 张倩）12月 20日，省政府新
闻办组织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系列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郑州市推
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作为黄河战略的提出地，五年
来，我市在全流域率先提出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以高水平
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呵护“母亲
河”、打造“幸福河”的郑州篇章。

科学谋定黄河战略落实“新蓝图”
坚持以黄河战略为统揽，加强领导，科学

谋划，完善机制，形成强力推进工作格局。郑
州对接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和《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规划》，编制了核心示范区总体发
展规划和起步区建设方案，划定了核心示范
区范围，明确了“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国家
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三大功能定位。配套编制了“十四五”实

施方案，以及生态综合治理、防洪与水资源、
文化博物旅游等 N个专项规划、三年行动计
划和年度工作要点，初步构建了“1+1+1+N”
的规划方案体系。建立了重大项目储备库，
五年来累计谋划实施黄河滩地公园、黄河博
览馆等 300 多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过
1000亿元。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幸福河”
把“守护黄河万无一失”作为重大政治责

任，坚持“防、治、管、疏”相统一，我市先后实施
了黄河郑州段控导工程全线加固工程、高标准
推进黄河“十四五”防洪工程等 30多项工程，
实现黄河干流和流域一体防洪、协同安全。

2020年以来，1800多个黄河生态环境问
题全部整治到位，黄河郑州段“四乱”问题实
现“动态清零”。坚持“三滩分治”，系统推进
邙岭森林生态、低滩湿地生态、中高滩休闲生
态“三大生态保护”工程，生态绿化提升4.9万
亩、造林绿化 2.4万亩、修复湿地 1万余亩，建
成惠济到中牟76.5公里的沿黄复合型生态廊
道，基本实现邙岭森林化、大堤景观化、滩区
自然化、河流清洁化，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

“幸福河”已具雏形。 （下转二版）

五年来，我市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展现新作为

奋力谱写打造“幸福河”的郑州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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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
西。当独门兵器遇上绝版套路，87岁高
龄的郑州老人张华斌仍在默默守护着古
老的禅门武功，在城市里延续着“禅武合
一”的传奇故事。

耄耋老人手中的独门兵器
12月 18日上午，郑州绿都城小区北

区，达摩杖、八仙拐、禅门剑等 10余种兵
器，随着耄耋老人张华斌的步伐仿佛有了
生命，在老人的腾挪辗转之间，如影随形
地演绎出各自的风格和精彩。

达摩杖和八仙拐是独门兵器，前者
与“一苇渡江”的达摩有关，后者源自神
话故事中的“铁拐李”。随着时间的推
移，两件兵器的相关武技逐渐大成又充
满美感。

“河南精通八仙拐的人很少，真正
掌 握 拐 杖 功 精 髓 的 人 更 少 。”张 华 斌
介 绍 ，八 仙 拐 的 设 计 曲 线 陡 峭 ，强 调
以 柔 克 刚 、以 静 制 动 ，变 化 多 端 寓 攻
防于一体，需要不懈的努力才能掌握
和熟练。

少林武功是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张华斌习练的禅门武功是少林武
术的一个分支，也是中国禅宗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结构严谨、套路充实、招法精
绝、动作优美，讲究禅武合一。

（下转二版）

市政协召开专门
委员会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近日，市政协召开专门委员会
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市有
关部署，总结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谋划明年重点工作。
市政协主席杜新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王万鹏、
翟政、郝伟、赵学庆、魏宁娣参加会议。

杜新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周年大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全国政协和省委、市委决策
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促进党建和履职有机融合，以党建
高质量确保履职高质量；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完善制
度机制，使协商民主彰显更大优势、发挥更大效能；坚持
问题导向，积极打造特色履职品牌，切实发挥专委会基础
性作用；坚持固本强基，持续加强“三化”功能建设，不断
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凝
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河南省“数据要素赋能新型工业化”
城 市 行（郑 州 站）活 动 举 行

本报讯（记者 王治）12月 20日，以“数聚中原 智引
未来”为主题的河南省“数据要素赋能新型工业化”城市
行（郑州站）活动举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李翔，
郑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吕挺琳，副市长胡军出席。

吕挺琳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郑州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河南省委省政府“数智赋
能、转型升级”的部署要求，以“数字郑州”建设为统揽，
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围绕建设全国重要的“数
仓、数纽、数港”战略目标，大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建成运营华中地区首个数据金库，推动数据创
新中心揭牌运营，连续举办两届中国“数据要素×”生
态大会，先后入选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
最佳范例城市、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在全国
范围打响了数字经济的“郑州品牌”。

（下转二版）

国内首个应用临床眼科大模型——
VisionFM（“伏羲慧眼”）在郑正式发布；建

设全国首个集约型、系统性、跨区域算力网

络“郑庆哈城市算力网实验场”；墨子实验室

发布的“液冷条件下使用的新型固态存储

器”为国内首创……

回顾 2024 年，多个首创是郑州科技自

立自强扎实推进的见证。前沿领域的快速

发展，让郑州科技实力不断提升，一系列突

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令人振奋。如今，基

础研究持续为科技创新提供不竭动能，科技

体制改革进一步营造良好科研生态、激发人

才活力，成果转化打通成果变现的“最后一

公里”。越来越多“郑州足迹”标注科技发展

的“豫高度”。

强化创新主体培育
今夏，在 2024光合组织领导人大会上，

曙光郑州先进计算研究所、中原科技城人工

智能产业园等单位先后揭牌，阿里云计算有

限公司、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0家

智算领域知名企业签约落地郑州。

据统计，2024 年，前 11 个月全市技术

合同成交额完成 650 亿元，全年技术合同

成交额预计突破 800 亿元。全年受理高

新技术企业申报 2183 家，总数 5800 家左

右；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7742 家；郑州市

科技型企业评价入库 1500 家，累计超过

1.4 万家。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科技创新主要指

标的稳步增长，是我市持续实施倍增计划，
强化创新主体培育的实证。今年，我市印发
《郑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倍增计划实
施方案（2024—2026年）》，持续开展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举办高新技术企业
政策宣讲与培育认定培训。进一步完善了
体制机制，激发了创新动力，引导各单位参
与基础研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真正发
挥创新主体作用。

集聚创新资源助力科技突围

据郑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我市聚焦 12家科研机构，搭建大型仪器
共享平台及创新平台近 20个，引入创新创

业团队 12个，其中院士团队 6个，集聚河南

省科学院首席科学家 19名，高层次科研人

员超200人。

初秋之时，2024 中国算力大会在郑州

开幕。来自国内各大科研院所的专家、行

业头部企业相关负责人、基金投资人等齐

聚河南，聚力“算”赢未来。“郑州位于‘东数

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地理中心，是全国

算力中转分发枢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郑州市建有机架 10 万架、数据中心

38 个，5G 基站总数 5.5 万座，5G 网络规模

居全国第一方阵。 （下转二版）

郑州开放大学
揭 牌 成 立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 通讯员 蒋明明）郑州开放
教育发展掀开崭新篇章——12月 20日上午，郑州
开放大学揭牌仪式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举行，郑州
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更名为郑州开放大学，学校转型
升级和开放大学建设迈入新阶段。

据了解，郑州开放大学由郑州市政府主办，依托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设立，并增挂郑州社区大学、郑州
老年大学牌子。学校由郑州市教育局管理，业务接
受河南开放大学指导，主要职责包括承担上级开放
大学办学业务，因地制宜开展成人学历教育、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和社会培训等，服务本地全民终身学习
和技能社会建设，统筹全市开放大学体系及办学业
务，构建郑州市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探索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融合发展。

据介绍，在未来的发展中，学校将以服务最广大
人民群众为办学定位，秉持“敬学广惠，有教无类”办
学理念，致力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科学谋划转型发
展，积极作为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在教育数字化行
动中迈出新步伐。同时，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社区教
育和技能培训，发挥教育数字化变革排头队、主力军
作用，打造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终身学习数字
化资源库，努力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中出
新彩、立新功。

2024，郑州 中！
本报记者 李娜陶然

科科

87岁禅门武功高手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汪永森 刘德华

河南交通预计全年
完成投资超14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张倩）记者20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2024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全力推进交通优势再造，持续
强化河南在中部地区大通道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努力在现
代化河南建设进程中率先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预计全年
完成投资1400亿元以上，交通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内河航运发展全面起势。龙头标志性工程周口港中心
港区全面开工建设，沙颍河周口至省界段等11个在建项目
和淮河淮滨段等13个新开工项目加快建设，贾鲁河通航工
程和唐河沙河联通工程前期工作深入推进，在全省掀起水
运建设高潮，内河航运“11246”工程前 11个月完成投资
180亿元，超前三年投资总额。积极谋划构建“中部多式联
运出海大通道”，交通大省的“水运梦”正在成为现实。

路网大通道能力持续提升。高速公路“13445工程”
深入推进，沿大别山等 11个、643公里高速公路项目年
内建成通车，成功打通连接河北、安徽、湖北等 6条省际
大通道，今年通车总里程接近 9000 公里，明年将突破
10000公里大关。新改建普通干线公路 587公里，国道
230、240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省道 304濮阳黄河大桥打
通豫鲁省际瓶颈通道。

中国邮政航空枢纽启动实施。8月 26日，中国邮政
航空枢纽项目在郑州正式签约落地，省政府与中国邮政
集团签署4项合作协议，涉及县乡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邮政金融服务、打造邮政快递物流体系等内容，我省

“133N”邮政快递枢纽体系持续完善，全球性国际邮政快
递枢纽建设加快推进，枢纽经济新动能持续发力。

“四好农村路”建设引领全国。扎实推进 6600个农
村平交路口改造，农村地区事故发生率下降 17.6%。新
改建农村公路 6455公里，改造危桥 642座，实施安防工
程 2798公里，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 293条，客车日均代
运邮件快递 12.6 万件，“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上榜

“交通强国成效突出任务”名单。
“四大一号”旅游公路连线成网。以旅游环线建设为

牵引，打造“四大一号”旅游公路，完善“快进慢游”网络，建
成旅游公路 2604公里。联合省文旅厅打造定制旅游专
线、特色服务区、房车营地等文旅消费新场景。

智慧交通转型全面提速。以京港澳、连霍高速为骨干
的“一轴一廊”示范通道纳入首批国家试点，加快建设2606
公里示范通道及网络，协同推进智慧航道、智慧港航平台建
设，努力打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智慧交通发展标杆。

高速“补能”网络持续加密。在实现我省高速公路服
务区充电桩全覆盖的基础上，重点加密连霍、京港澳、大
广等高速公路充电繁忙服务区充电桩建设，新增充电车
位 884个，其中超充车位 76个，单桩最大充电功率 600
千瓦，办好一“桩”小事，化解“里程焦虑”。

物流降本增效落实有力。今年 1月和 7月，分两批
对12条高速公路实施差异化收费，全省总里程达1928.8
公里，形成了“遍布全省、纵横贯通”的差异化收费通道网
络。1~11月累计优惠通行费 6.05 亿元，同时有效均衡
路网车流分布，提升通行安全。

国际道路运输创新突破。内陆首个TIR国际公路运
输集结中心建成挂牌，在全国率先实现TIR运输双向联
通和常态化运营、“中国证中国车”首发出境、大件运输首
单启运、冷链运输首车进口等4个全国首创。1~11月累
计发车3200车次、货运量8.3万吨，初步构建起覆盖俄罗
斯、中亚、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境公路运输网络。

郑州日报
官方微博

郑州日报
官方微信

黄河桃花峪中下游分界碑（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周甬 摄

87岁高龄的张华斌在习练功夫 本报记者 徐宗福 摄

记者手记

珠江入海口，是为伶仃洋。
这片祖国南疆的水域，映照过

文天祥的丹心正气，惊闻过虎门血
战的隆隆炮声，响彻过改革开放的
阵阵春雷。千百年来，潮落潮起，风
起云涌。

12 月 18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
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伶仃洋边的
澳门国际机场，欢迎的人群、欢庆的

旗阵、欢呼的声浪，顿时汇成欢腾的
海洋。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周年
而来，为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而来。

“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势不可
挡，澳门的发展厚积薄发、未来可
期。这是澳门居民的光荣，也是全
国人民的骄傲。”甫抵澳门，习近平
主席在机场向中外记者的讲话，情

真意切、振奋人心。
车队驶过连接澳门半岛与氹仔

的西湾大桥。北起孙逸仙大马路，
南至东亚运大马路，百多年来的振
兴探索、逐梦征程，具象地写在镜海
长虹的两端。

眼前的宽阔水域、天堑通途，平
行架起四座跨海大桥，跨越江海，也
跨越时间。 （下转三版）

感受时代大潮里的濠江气象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