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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形如堂，千年古县的历史密码
“山如堂者密”，《尔雅》中的这句记载，

揭开了新密市名称的源头。这片土地的历
史纵深，远超常人想象。早在西周初年，这
里已是补国、密国和郐国并存之地。密国
以三面环山，形如厅堂而得名。春秋时期，
郑国军队的铁骑踏破郐国城墙，这片土地
属于郑国，后韩国灭掉郑国，在密国故地设
立“新密邑”，开启了地名传承的漫漫征程。

秦代实行郡县制，在此正式设立密县，
县治定于今天的新密市大隗镇。这一行
政建制在历史长河中几经变迁，或谓密
州，或称密云县，却始终延续着“密”的基
因。据考证，“密是由‘宓（fú音）’演变而
来，《实用古汉语大辞典》中载：“宓”通

“伏”。《汉书·古今人表》载有：太昊帝宓羲
氏，姓。而“宓”最早又为伏羲氏之姓。而
新密古称密县，可见这命名本身承载着伏
羲文化的密码。

在历史的长卷中，新密的归属不断更
迭：三国属魏，晋归荥阳郡，隋唐时曾短暂
升为密州，元朝改名密云县，明代复为密
县。直到 1994 年 4月，经国务院批准，密
县撤县设市，定名新密市。

羲皇之乡，华夏文明的摇篮
2007 年 11 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的专家们走进新密，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华
文明源头的考察。不久后，一块金灿灿的
牌匾——“中国羲皇文化之乡”正式授予这
座小城。

“浮戏山本是伏羲山，华夏文明此为
源。”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张振犁教授
曾这样论断。在伏羲山和开旸山、浮山一
带，至今流传着伏羲女娲躲避洪水、炼石
补天、滚磨成亲的传说。这些灿烂的中华
民族的历史传说故事也许并非虚构。有
迹可考，新密境内有 16 处裴李岗文化遗
址，距今 8000年，恰好与传说中的伏羲时
期相吻合。

走在伏羲山间，几乎步步都能遇见历
史：华胥氏履大迹处、伏羲女娲祠、磨合沟、

天爷洞……30 多处伏羲女娲活动遗迹及
纪念庙宇散布在新密 1001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

与甘肃天水“羲皇故里”、河南淮阳“羲
皇故都”不同，“羲皇之乡”新密的伏羲文化
呈现出独特的民间性。这里的伏羲女娲庙
宇多由民间集资创建修葺，庙会活动由民
众自发参与。

200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郑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新密市岳村镇李家
沟发现了距今 10500 年至 8600 年的文化
遗迹，填补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
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空白，为裴李岗文化找
到了源头，被命名为“李家沟文化”。

岐黄圣地，中医文化的源头
在新密东南的刘寨镇，一处古朴的宫

殿群依武定湖畔而建。这就是被誉为“天

下第一宫”“中华人文始祖圣地”的黄帝

宫。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九战九
败于蚩尤后，退守至此，筑宫练兵。

“石头缝里长柏树，

老龙叫唤不绝声。

黄帝风后研八阵，

云岩立宫聚群英。”

这首从明代流传下来的歌谣，从民间

佐证了黄帝与岐伯等臣子在此探讨学术，

传授经验。中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

经》很可能就诞生于此。

在新密苟堂镇，473 米高的岐伯山静

立在大鸿山北侧。这里是黄帝与岐伯论医

谈药之处。《路史》记载：“黄帝西巡访贤，至

岐见岐伯，引载而归，访于治道。”当代学者

考证，这段历史就发生在新密的山水之间。

岐伯被尊为“中华医祖”，他与黄帝的

对话成就了《黄帝内经》，使中医得名“岐黄

之术”。岐伯山上，岐伯墓屹立于山顶，千

百后仍凝望着这片土地，170 余种草药犹

如先辈撒下的珍宝，射干、连翘、金银花等

药材点缀山间，形成天然的药材宝库。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足迹也留在了这片

土地。来集镇李堂村的药王庙历经千年香

火，至今仍保留着盛大的药材交易会传
统。庙内一副楹联道尽医者仁心：“银针逢
山开经路，良药斩草除病根”。

打虎亭汉墓，东汉石刻与
彩绘的对话

屹立在新密牛店镇的两座汉代墓冢已
静立 1800余年，这便是被誉为“中华东汉
第一墓”的打虎亭汉墓——一对东西并列
的东汉贵族墓葬，二者相距 30米，犹如凝
固的孪生史诗。

其 1 号墓以青石为体，高 15 米，形制
恢宏。其墓门、甬道至券顶，密布着近 200
平方米的阴线刻画像，如《庖厨图》中庖丁
解牛、酿泉汲水，尤以《制作豆腐工艺图》惊
艳世人，这是全球最早关于豆腐生产的实
录，由此见证汉代饮食文明的璀璨。石门
浮雕的铺首衔环、四神云纹，线条如游丝流
转，尽显“减底阴刻”技法的神韵。

2 号墓则以砖构为骨，彩绘为魂。墓
壁 190平方米的壁画以朱砂、石绿、石黄点
染千年未褪的华章。其中中室北壁《宴饮
百戏图》长卷舒展，7米长的宴席上乐舞翩
跹，而《相扑图》中赤膊力士的角力之姿，竟
与日本现代相扑一脉相承，成为东亚文化
交流的古老信物。车马出行、庄园收租等
场景，更似一卷色彩斑斓的东汉风情画卷。

两墓皆以砖石混筑，精密如天工巧思，
墓室券顶严丝合缝，薄刃难入，墓室按“庭
宅院落”布局，前堂后寝，庖厨马厩俱全，地
下宫阙仿若墓主生前豪奢的镜像。打虎亭
汉墓自1988年列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这
处镌刻着汉代生活史诗的艺术圣殿，仍在
黄土之下低语着一个王朝的烟火与信仰。

产业涅槃，从“乌金之乡”到
绿色新城

曾几何时，新密这座千年古城，靠着
丰 富 的 煤 炭 与 硅 石 资 源 成 为“ 乌 金 之
乡”，却在漫天煤灰中模糊了自身悠远的
轮廓。荣耀背后，是难以承受的代价，以
煤为燃料的地窖窑、倒烟窑曾让新密成

为全省知名的污染重灾区。大量伴生的
耐火材料企业虽曾占据河南 40%、全国
20%的产业版图，水泥玻璃用耐材更占
据全国半壁江山，但这荣光以牺牲碧水
蓝天为抵押。

生态赤字终于让这座小城痛定思痛，
毅然转身。新密市以“一转带三化”的战略
变革为引擎，用数字化转型驱动耐材产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链长制精
准护航，六大助企专班协同发力，出台《关
于支持耐火材料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为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剑指千亿级耐火材
料产业集群目标。

一场浴火重生，新密涅槃为“中国耐
火材料之都”“国家耐火材料产业基地”

“河南省耐火材料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
地”，更荣登“全国制造业百强县（市）”
之榜。

天蓝了、山青了、水绿了，产业转型的
答卷，亦直观地写在新密澄澈的天空上。
近年来，PM2.5浓度下降 40%以上，PM10浓
度锐减 50%以上，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
3209 个/立方厘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
居郑州前列。这座曾饱受烟尘之苦的城
市，获得“国家水土示范县”殊荣，更赢得
中国气象局首批认证的“中国天然氧吧”生
态品牌。

夕阳熔金，伏羲山的轮廓在余晖中
清晰可触，山脚下的溱洧水城华灯初上、
游人如织，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洋溢着
孩子的欢笑，未来它们将撑起新密全域
旅游的蓬勃骨血。不远处，耐材工厂告
别了昔日烟囱林立的景象，国家级绿色
工厂的排放数据悄然直连环保平台。越
达机器人、逸祥卫生科技等新锐企业已
悄然扛起先进制造的大旗。这座曾迷失
在岁月里的历史小城，如今被游人亲切
称为“郑州后花园”。

新密的故事，正如溱洧河畔的芍药花，
历经风雨，终得绽放。这座从8000年文明
深处走来的城市，在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中
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让古老的土地焕发出
新的生机。

【【风物郑州风物郑州】】——见山见水见城郭见山见水见城郭 系列报道 第四篇章第四篇章：：郑之地郑之地

探“密”古城“新”生
本报记者 郭涛 通讯员 杨建敏

山形如堂谓之“密”。新密，从8000年前的
伏羲女娲历史故事中“走”来，这座郑州西南千年
小城曾在煤灰漫天的岁月里迷失，又在产业发展
的阵痛中毅然转身，而如今已在绿意盎然的觉醒
中重生。

伏羲山顶，云雾缭绕，脚下绵延的山脉像一座
宏大的殿堂，正因如此，这里被称为“密”。那仿佛
触手可及的历史长河，是30多处伏羲、女娲遗迹
的分布点，是16处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现地，更
是华夏文明最早的火种之一。

远处山谷间，新密市区的高楼在夏日的薄雾
中若隐若现。这座曾被称作“乌金之乡”的城市，
如今正筑青山翠水为基，锻工业制造作骨，酿千年
历史成韵，织就一城长歌未央……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实习生 张益宁）

鼓励支持创新药械研发、推动名老中医方向

中药新药转化……7月 24日，记者从省药监

局获悉，该局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药

品监管改革创新 服务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4个方面 24条重要

改革举措，进一步深化药品监管改革创新，

为提升医药产业合规水平、激发产业创新发

展活力提供有力支撑。

鼓励支持创新药械研发

因地制宜发展医药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全省医药产业实现更高水平安全、更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实施意见》提出争
取国家药品监管改革试点、提升创新药械

临床试验质效、推动仿制药稳步发展、依托

技术支撑资源服务产业发展、协同搭建创

新药械研发转化平台等一系列新举措，全

力服务创新药械研发上市，培育发展医药

新质生产力。

主要内容包括积极争取国家药监局优化
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改革试点，优化创
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跟进争取生物制
品分段生产试点，推动国家药品审评审批改革
重大部署在河南先行先试，助力赋能创新产品
研发上市；推动仿制药稳步发展，以保护药品
专利权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在原创药专利期满
之前的合理期间，支持企业尽快启动仿制药开
发注册，加快产品上市进程；加快推进疫苗等
生物制品批签发能力建设项目落地，规范高效
开展疫苗批签发检验工作，将流感疫苗批签发
时限缩短至45个工作日以内等。

推动名老中医方向中药新药转化

近年来，省药监局立足我省中药材资源
优势，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培育独具特色

的“豫药”品牌，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

业化、智能化进程，助力传统中药焕发时代

光彩。

《实施意见》聚焦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从完善中药材标准体系、鼓励趁鲜切

制加工中药材、支持中药研发创新等方面，

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改革举措。

《实施意见》提出，要立足产业发展实

际，突出地方特色，动态修订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完善中药配方颗粒标准体系，助力我

省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鼓励支持我省中药

生产企业（含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按需

采购产地趁鲜切制加工中药材，通过自建或

共建生产基地向中药材产地延伸产业链；鼓

励企业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已上市中药

品种，支持企业研发新型中药饮片、经典名

方中药复方制剂；支持我省国家医学中心建

设“新型中药饮片示范基地”“医疗机构中药

制剂转化示范基地”，推动名老中医方、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支持特色优

势医疗机构中药制剂依规调剂使用，打造独

具河南特色的中药产业。

支持药械流通领域发展

为适应药械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

断迭代更新的新趋势，《实施意见》提出多项

创新举措，支持药械流通领域新业态发展，

激发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活力。

如简化省外和进口已上市第二类医疗

器械迁入我省注册申报程序，助力优质企业

落户河南。推动药品第三方物流创新发展，

谋划出台《河南省药品第三方现代物流技术

指南（暂行）》，吸引更多省内外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生产经营企业委托我省符合药品

第三方现代物流条件的企业储运药品；鼓励

支持从事医疗器械批发和专门提供医疗器

械运输、贮存服务的企业，构建区域多仓协

同物流管理模式等。

出口销售证明审批时限大幅缩短

《实施意见》围绕服务产品研发、优化注

册审批、加快产品上市、支持出口贸易等方

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全力助推医

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制定《医疗器械注册质量管理体系优化

现场核查指南》，对于符合条件的注册产品，

优化压减现场检查项目，优化定制式医疗器

械备案流程，简化省外和进口已上市第二类

医疗器械迁入我省注册申报程序；遴选符合

条件的企业和品种开展试点，优化无菌医疗

器械产品出厂放行条件，将产品出厂周期缩

短50%以上；支持医疗器械出口贸易，将医疗
器械出口销售证明审批时限由 15个工作日
缩短为7个工作日。

建立运行“企业服务直通车”

只有医药产业的生机勃发，才有监管事
业的欣欣向荣。《实施意见》着眼加强政企常
态化沟通、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提出建立运
行“企业服务直通车”制度。

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服务
直通车”制度，可以更加简便、快捷收集到企
业对药品监管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实时掌握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困难问题和
关切诉求；同时搭建了强化监管意见建议征

集平台、药监部门与医药企业畅通交流通

道，可以使监管部门更便捷、更直观地感受

到企业所需所盼；有利于监管部门更加聚焦

“发展所需”和“药监所能”，出台更多“合身”

“解渴”“有感”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
政策咨询、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推动政务

服务提质增效。

进一步优化审评审批服务

《实施意见》聚焦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提升服务发展质效，围绕加强政策供给、

优化审评审批、提升检查效能、强化技术支
撑等方面，提出相关改革举措和服务措施，
有力助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明确审批不见面率、一网通办率、免证可
办率保持在100%，实现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
审评审批全程无纸化办理。同时，全面推行证
照到期前提醒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智能审评审
批模式，为企业产品注册申报减负赋能。开辟
省外生物医药企业落户河南审批绿色通道，
支持省内药品生产企业引进省外优势品种
等。聚焦创新药械、临床急需短缺药械等重
点品种，开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建立医疗器
械“补检”样品快速通道，大幅缩短注册类药
品的检验时限、复核验证时限和无源医疗器
械检验时限。

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开展监督检查是药品监管部门最基本
的工作模式和监管手段。《实施意见》提出

“严格规范涉企检查执法”，旨在确保各类检
查做到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精准
高效，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深
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企业和
产品风险等级，结合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合
理确定检查频次，减少重复检查，着力实现

“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不断提升检查效
能。另一方面，深入实施从轻行政处罚、减
轻行政处罚、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四张清单”制度，积
极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指导帮扶
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医药产
业发展环境。

2025 年新闻记者职业
资格考试10月25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娜）今年的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
10月 25日举行，网上报名时间为 7月 28日 9时至 8月 4日 17
时。近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关于做好 2025 年度新闻
记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已下发，并对相关工作
进行部署。

考试时间：10月25日

今年，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时间为 10月 25日，9时至 12
时考新闻基础知识，14时至 17时考新闻采编实务，河南考点均
设在郑州市。考试的两个科目为主、客观题混合试卷。考生须
在 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方可取得考试成绩合格
证明。

报名时间：7月28日至8月4日

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 28日 9时至 8月 4日 17时。考生应在
报名期间完成信息确认，并下载《2025年度新闻记者职业资格
考试报名表》，一式两份，以备核查。

7月 29日 9时至 8月 5日 17时。考生须按时缴费，在规定
时间内未缴费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
69元。

网上缴费时需提交考生的个人邮箱信息，缴费成功后电子
票据发送至邮箱。

10月 20日 9时至 10月 25日 14时 05分，网上已缴费的考
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http://www.cpta.
com.cn），自行打印准考证。

不符合报考条件考试报名无效

根据《通知》，考试前，资格审核部门在核查或者日常监
管中，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试报名无效，已缴费用
不予退还。

考试后，资格审核部门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考生
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即使取得考试成绩，当次全部科目成绩无
效；取得考试成绩合格证明的，考试成绩合格证明无效。

“困境患者（慈善）公益基金”
举办合作协议签订仪式
本报讯（记者 陶然）涓涓细流，可汇江河。近日，郑州航

空港区慈善总会与郑州澈睿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困
境患者（慈善）公益基金”合作协议，将紧密结合 2025 年数字
慈善高质量发展会议精神及 8月 25日至 8月 29日“乡村振兴
豫善同行”活动的开展目标和需求，制定一系列针对性的慈
善项目，旨在汇聚各方力量，为航空港区内的困境患者提供
更为全面、有效的医疗救助与支持，助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状
况及健康水平。

签订仪式上，港区慈善总会向郑州澈睿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宏岭转达了 2025 年数字慈善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意义，及“乡村振兴豫善同行”活动的核心理念。张宏岭
表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希望通过设立慈善基
金，借助数字慈善的力量，积极投身 2025 年‘乡村振兴豫善
同行’的活动中，为港区乡村的发展、居民的健康生活添砖
加瓦。数字技术让慈善更加高效、透明，也将充分利用这一
优势，让每一笔善款发挥最大的价值。未来，将会持续关注
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更多公益活动，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港区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企业参与数字慈善
和 乡 村 振 兴 活 动 ，不 仅 为“ 乡 村 振 兴豫善同行”活动注入
了新的活力，也为数字慈善在企业层面的实践提供了优秀
范例，期望更多企业能够借鉴这一模式，共同推动港区慈
善事业和乡村振兴工作迈向新高度。“此次基金的设立，精
准聚焦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众多挣扎在生命线上的患
者带来帮助。未来，将继续践行社会责任，继续传递社会
大爱。”

据悉，“困境患者（慈善）公益基金”涵盖了医疗费用资助、
康复护理支持，健康知识普及等多个领域，通过整合慈善总会
的资源调配能力、爱心企业的资金援助、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
及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力求为困境患者搭建起全方位的救助
体系。鼓励支持创新药械研发，打造独具河南特色的中药产业……

我省多举措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
河南交通3.4万人应急队伍备战汛期
本报讯（记者 张倩）目 前 正 是“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记者近日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全省已组建 818
支 共 计 3.4 万 人 的 应 急 抢 险 队 伍 ，储 备 大 型 机 械 设 备
8300 余 台 ，完 成 3.9 万 公 里 公 路 隐 患 排 查 ，以 最 高 标 准
备战汛期。

据介绍，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创新建立防汛“三图三清单”体
系，通过风险图、战位图、力量布置图实现可视化指挥，依托查
险除险风险清单、执行落实问题清单、整改提升责任清单形成
闭环管理。组建 9个工作组分区域、分领域开展防汛指导督
导，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专家团队进驻郑州、洛阳等重点城
市开展专项巡查。

在预警体系建设方面，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已与气象部
门达成 6 项深度合作，建成覆盖省—市—路段的三级临灾
预警“叫应”机制，累计发布预警 150 余次。值得关注的
是，G310 国道沿线 4 座特大桥率先启用健康监测系统，67
座桥梁、21 处关键部位实现实时感知报警。同时，干涉雷
达、卫星遥感等新技术正逐步应用于地质灾害高风险路
段监测。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 2.6 万余座桥梁和 165 座隧道的
风险复核，整治隐患 4787 项。针对山区跨沟谷桥梁等高风
险点，创新采用“蛙人”水下探测与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
的方式，实现排查全覆盖。在近期强降雨中，河南省交通
运输系统以最快速度抢通 9 处干线公路和 160 处农村公路
中断路段。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
精准指挥调度、灾害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整治、路网运行管控
和应急抢险救援五大强化行动。特别强调将严格执行暴雨红
色、橙色预警夜间“叫应”机制，对山区桥梁、临江沿河路段等
重点路段实行“人工+智能”全天候监测，并在高风险路段前
置救援力量。

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800余支
应急队伍 24小时备勤，全力保障汛期我省交通运输主干线畅
通和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夕阳下的新密城区 王洪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