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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邢
红军 文/图）守护群众平安，温暖一直
都在。当群众遇上困难，巡逻执勤的
交警总能及时出现，虽然有的事情看
上去不一定很大，但他们一次次为群
众办急事、解难事、做好事，让郑州冬
日的街头充满温情。

护送误闯高速老人
12 月 19日 15时，郑州交警高速

二支队事故大队教导员李锐巡逻至郑
民高速31公里处时，发现一位老人正
欲翻越高速护栏，民警见状立即将警
车停好，做好安全防护后，迅速奔向老
人。经了解得知，老人家住附近，因发
现高速公路两侧护网附近有许多干枯
树枝，便打算翻越到高速另一侧捡些
干枝回家烧火用。民警随即耐心向老
人宣讲了行人上高速的危害以及可能
带来的严重后果，老人认识到事情的
严重性，并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错
误。随后，民警将老人送至高速公路
以外安全地带，消除安全隐患。

郑州交警高速二支队温馨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行人、非机动车、
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
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
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
高速公路。行人上高速公路，不仅严
重影响了高速公路正常的交通秩序，
也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提醒大家一定
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千万不要拿自
己的生命当儿戏。

帮助断电车辆解困
12月 18日 21时 20分，交警十二

支队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车停
在路中间，民警上前询问车辆驾驶员
得知，因车辆突然没电，无法启动，正
在等家人来帮忙。民警随即上前帮助
驾驶员将车辆搭上电，启动车辆，并教
会驾驶员如何安全搭电，有效消除了

道路安全隐患。

暖心救助受伤群众
12 月 18日 13时许，登封交警三

中队付晓杰在嵩阳路南段执勤时，发
现一辆小型汽车与电动车在路口发生
碰撞，骑电动车女子倒地受伤。

付晓杰见状立即上前查看，发现
该女子倒在地上，表情痛苦。现场有
不少围观群众，为了紧急救援伤者，不
造成交通拥堵，避免引发二次事故，他
一边向指挥中心报告事故发生情况，
一边疏散群众，保护事故现场。在120
救护车到达后，他与医护人员一起将
伤者送上救护车，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事“小”情却暖 有“警”心就安

河南将选调1198名应届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明起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 陶然）记者昨日从省人社厅获悉，
2025年，河南将继续选调 1198名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其中，普通类选调生 1092人，法检专项选
调生 106人。

据悉，此次选调的范围为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应届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定向培养、在职培养、委托培养
和非全脱产学习的除外）。报考者必须是中共党员（含预
备党员），或报考学历学习期间担任过班级（含班级）以上
学生干部且连续 1年以上，或获得校级（含校级）以上奖
励，或大学期间具有参军入伍经历。境外高校考生须为
硕士以上毕业生，且本科阶段在国内高校就读。

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须在2024年12月23日10:00~
27日 18:00登录河南省选调生报名网站进行报名，2025
年 1 月 6 日前审核并签署纸质版《报名登记表》，可在
2025 年 1 月 9 日 18:00 前登录报名系统，查询复审结
果。笔试时间为2025年 2月 15日，考点设在郑州市。

本科生分配到缺编的乡镇机关工作，硕士、博士研究
生分配到缺编的县（市、区）直机关工作。法检专项选调
生录用后，由各省辖市党委组织部根据编制缺额、工作需
要和录用人员情况，统筹分配到市、县（市、区）法院、检察
院工作。选调生到岗后，先安排到村任职2年，其间不得
借调或交流到上级机关，经省辖市党委组织部批准后，可
有计划参加县乡集中性工作，但每年累计不超过 3 个
月。在村任职期满后返回原单位工作。新录用选调生试
用期 1年，服务期内有 1年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或
参加急难险重任务作出突出贡献受到市级以上表彰的，
应优先提拔使用。

普通类选调生在录用单位最低服务年限为 3年，在
本省辖市内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均含到村工作时间。
法检专项选调生在录用单位最低服务年限为 3年，在本
省辖市法检系统内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均含到村工作
时间。

河南省“数据要素赋能新型工业化”
城 市 行（郑 州 站）活 动 举 行

（上接一版）吕挺琳表示，此次活动邀请行业内的
专家学者、领军企业代表，共同探讨数字经济和新型工
业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发展的趋势和对策，对于郑州
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深化
交流合作，把专家和企业的技术优势、竞争优势与郑州
的产业优势相结合，共同携手开辟新天地、抢占制高
点。郑州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强化数据赋能，以工
业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新型
工业化贡献更多省会力量。

活动中，郑州市数据资产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
分别与服务机构签约。

奋力谱写打造
“幸福河”的郑州篇章

（上接一版）

树立节水型城市“新标杆”
五年来，我市坚持“四水四定”，不断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积极树立节水型城市“新标杆”。郑州坚持把水资
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全面落实水资源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深入实施节水行动，科学编制新一轮城市空间规划和水资源
要素保障实施方案，统筹黄河水、南水北调水、地下水、中水等
水资源使用。

高标准完成黄河取用水管理专项行动，违规取水现象基
本消除，黄河干流取水量由 2019年的 4.18亿立方米，下降到
2023年的 1.79亿立方米。大力推进南水北调水源置换，充分
利用南水北调退水，向全市生态水系补水。高效能推进再生
水循环利用，建成再生水管线370公里、实现四环以内网络覆
盖。系统推进“全域、全业、全程、全面、全民”五维节水，累计
创建市级以上节水型载体 511个。持续压采地下水，深层地
下水水位持续回升，连续三年稳居全国第四、全省第一。

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五年来，我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转变发展方式，

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深入实施“十大战略”行动，
努力走好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加快中原科技城建设，持续加强省实验室、新型研发
机构、研发平台建设，国家超算郑州中心建成投用，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获批建设。近五年，郑州市研发
投入强度、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累计增长 33%和 1.83倍，
技术合同成交额平均增速居国家中心城市首位。深入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郑州市主导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
高到83%；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提高到50.9%；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比提升至36.4%。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统筹规划
枢纽经济区，持续放大枢纽物流优势，4条“丝路”协同发力，
交通物流体系与区域、城市、产业互动融合不断加速，国际物
流枢纽加快建设。

积极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五年来，我市坚持守正创新，深入赓续黄河文脉，积极讲

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坚持保护和开发相协调、传承与创新
相结合，积极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高水平举办第九届博博会、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重大活动，连续
4年举办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系列活动，持续叫响擦亮“天
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城市品牌。实施黄河主题文艺
精品创作工程，“唐宫夜宴”“只有河南”“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等文化精品享誉全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入选中国体育旅
游精品赛事，中华轩辕龙舟大赛入选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
目。深度融入黄河、大运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格局，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一批项目加
快建设。2023年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向全世界
展示了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

（上接一版）为此，今年以来，市科技局组
织举办“规上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系列培训
12场次，参训企业1200余家，推动一流大学郑
州研究院签约落地运行，并加快推动郑州产业
技术研究院建设。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到
更加突出的位置，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
源，旨在在科技前沿领域加快突破。

加速创新人才集聚
仲夏时节，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北京大学

和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共建的北京大学郑州
新材料高等研究院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据介
绍，如今，我市累计引进中科院过程所、哈尔
滨工业大学等一流大学、大院大所在郑共建
研究院 16 家，落地研究院人员总规模接近
300人，累计招收研究生 1106人，建设河南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个、国家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1个、河南省卓越工程师培养基地1
个。研究院自主培养的2名学术带头人成功
入选国家人才计划。

加速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也是硕果累
累。今年的 7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奖励，
占全省获奖项目的 53.8%。215项成果获得
河南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
步奖，占全省的 62.86%，其中一等奖 25项，
占全省的78.12%。

今年，我市推荐报送国家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项目 11项、“中原英才”计划“育
才系列”项目 60项、“引才系列”项目 9项、省
中原学者工作站2个。推荐2024年国家级引
智项目 17项，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 3
项，“第九批（2024）中原英才计划（引才系

列）”外国专家 5人，2024年度河南省引进国
外智力专项 16 项。支持市级引智项目 35
项。征集创新创业团队项目102项，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项目121项，预计全年新增创新创业
团队项目50项，青年科技人才项目60项。

打造一流创新创业生态
时至 10月，河南省 6家省实验室在郑州

集中揭牌。这 6家省实验室分别是：中原纯
化制程实验室、中原再生医学实验室、中原智
能医学实验室、中原细胞和免疫治疗实验室、
中豫具身智能实验室和淇河实验室。至此，
在郑河南省实验室总数达到了18家。

除此之外，今年，我市新增省级以上创新
平台 223家，累计建成市级以上各类创新平
台 5616家，其中国家级平台 63家，省级平台

2197家。抗病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全国重
点实验室独创的肝衰竭及肝癌的诊疗方案，
受到国际认可。

更欣喜的是，今年还新增省级孵化载体
13家，认定（备案）市级载体 9家，全市孵化
载体总量达到 300家，在孵企业超过 16000
家。16家国家级孵化载体被科技部评为优
秀(A类)，位居全国省会以上城市第五位。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科技环境中，资金的
流动与投资的精准不仅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动
力，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9月 11
日，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战略定位，《郑州
市天使投资基金设立方案》发布，在全省率先
设立总规模 10亿元、首期实缴规模 3亿元的
市级天使投资基金。截至目前，我市已储备
12支子基金，认缴规模10亿元。

2024，郑州“科”中！

87岁禅门武功高手
是怎样“炼”成的

（上接一版）张华斌表示，禅门武功是中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中多个兵器和拳种已被列入非遗保护名
录，希望以后能得到更多年轻人的挖掘和传承。

退休后一心一意练武
张华斌生于 1937年，受老家原阳习武风气的影响，

10岁跟随叔叔练习罗汉拳、大洪拳、小洪拳和迷踪拳，为
后来的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7 年，张华斌退休后开始一心一意练习武艺。
1997年，年至六旬的他跟随老师学练禅门剑术。2000
年，他向一位曾经学师少林的老人学习禅门武功，掌握
了禅杖、达摩杖、八仙拐、螳螂刺等兵器的用法。此后，
他又师从郑州市武术协会主席黄扶炎及开封培英武术
学社传人卜文德等名家，每日勤练禅门太极拳及各种禅
门器械不辍。

2004年至 2017年，张华斌在世界武术套路大赛上
向世人展示了螳螂翅、顶灯禅门太极剑、禅门太极拳、禅
门月牙铲、禅门长穗扇、禅门达摩杖、禅门护手双钩、禅
门盘龙棍、禅门梢子棍 、禅门八仙拐、禅门梅花双枪、禅
门太极长穗剑、禅门双剑等20余种传统武术技艺。

“我的基础不错，60岁练武也不晚。我一边参加比
赛，一边练习禅门武功，这 20多年都坚持下来了。”张华
斌代表郑州市武术协会多次参加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2017年 9月在香港举办的武术大赛上，80岁高龄的
他再一次获得双冠军。2024年，郑州市武术协会授予他

“武术事业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其对中国传统武术传播
与发展做出的贡献。

武术套路期盼传承
如今，张华斌虽已年近九旬，但依旧勤学不辍。他

声音洪亮、步伐铿锵，常年保持着早上四五点起床练武
的习惯，吃过早饭再次出门练武直到 10点多，下午 4点
他仍会出门练武。

张华斌练武时经常引来附近居民驻足欣赏。朝天
蹬、拜佛、金鸡独立……一招一式刚柔相济，不少人同他
探讨养生秘诀，还有人向他学习一招半式，听他讲述传
统禅门武功的魅力。

“练武益处多，我耳不聋、眼不花，身上基本没啥病，
能吃能喝能玩，记忆力还好，朋友也越来越多。”张华斌
对“禅武合一”延年益寿的体会很深，他期盼更多人了解
并喜爱禅门武术，希望将自己掌握的30余套武术传承下
去，不要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绝版”。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在《酬乐天咏
老见示》中的诗句，正是张华斌老人的精神写照。他在
武术赛场上的表演已经收官，但对中华武术的传承还
在路上。

冬
至

这顿饺子宴“科技感”十足饺香情满福利院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包饺子、绘制画……

昨日，郑州市儿童福利院举办了一场冬至特别
关怀活动，以包饺子、共享美食的方式，让孩子
们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一传统节日。

“把面皮放手心，取适量的肉馅，慢慢折起
来捏紧，饺子就包好了。”社工和护理员手把手
教孩子如何拿皮、放馅、捏边。小小的面团经
过孩子们的小手一揉一擀一包一捏，变成了胖
嘟嘟的饺子。

除了包饺子活动，老师还组织孩子们绘制
冬至主题画作，他们用稚嫩的画笔描绘自己心
中的冬至景象，有五彩斑斓的饺子、有温暖的
火炉，还有家人团聚的温馨场面，这些画作让
他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冬至的传统文化。此次
活动在浓浓爱的包围下，不仅让福利院的孩子
们度过了一个温馨、难忘的节日，更是爱与呵
护的传递。

→12 月 20 日，郑州四中附属学校开展“情暖冬至，饺暖人
心”活动，将民俗文化融入校园生活，学生们在协作中提升了实践
能力，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本报记者 徐宗福 摄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 通讯员 李鑫怡
黄璞 文/图）农学院的小麦粉、园艺学院的
香叶芥、动物科技学院的猪和羊……12
月 20日，河南农业大学举办“农大品种飨
盛宴 自家饺子暖人心”迎冬至、包饺子活
动，一场科技感十足的饺子宴成为师生心
中一段温暖而难忘的回忆（如图）。

现场来自农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园

艺学院的师生领取饺子皮、饺
子馅、包饺子工具，熟练的手
指在案板上“飞舞”，面团的麦
香和馅料的鲜香交织在一
起。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

桌，师生围坐一起品尝饺子，享受劳动带来
的甜蜜成果。

据了解，此次包饺子的食材皆源自河
南农大的科研成果。饺子皮的面粉是由
农学院小麦分子育种创新团队选育的超
强筋小麦新品种“豫农 269”加工而成的，
该品种具有蛋白质含量
高、湿面筋质量优、吸水
率高、稳定时间长等特
点，做成的食物不仅弹
性好，延展性强，且耐

煮、口感筋道。饺子馅使用的肉来自农大
生猪遗传改良与种质资源创新团队联合
谊发牧业共同培育的谊发优质猪，以及农
大动物科学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河南帮德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湖羊。饺子馅
用的蔬菜是园艺学院和豫艺公司共同选
育的香叶芥新品种——香叶饺子菜，该品
种含有特殊的清香，味鲜质优。

↑帮助群众将车辆搭上电

→护送误闯高速老人
系列
报道功夫功夫郑州郑州 奇遇记奇遇记

与医护人员一起将伤者送上救护车与医护人员一起将伤者送上救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