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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朱
少奇）家中可以预约就诊，打开电
脑就能察看医院的专家、就诊技术
等；一部连通网络的手机可以在城
市任何区域寻找最近的公共服务、
社会服务……这是信息化的智慧
城市带给居民的一系列便利。近
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未来五
年，当地居民将通过智慧城市生态
系统建设逐步享受这些信息化服
务，使生活、工作更加轻松和高效。

新郑市积极建设高效率、信息
化的智慧城市得益于该市近年来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目
前，该市城镇化率已由 2010 年的

47.5%提升至 61%，城市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能力得到强化、提升，
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良好基础。
鉴于此，该市提出通过五年智慧城
市建设，实现“城市运行更加安全、
经济发展更加协调、政府管理更加
高效、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市民生
活更加便捷、生态环境更加秀美”
的目标。

为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科学推
进，该市依托郑州智慧城市研究
院，编制《新郑市智慧城市建设总
体发展规划（2015—2020）》《新郑
市智慧城市专项规划方案（2015—
2020）》,以高质量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各环节工作。
智慧城市基本建成后，新郑城

市公共服务和市民群众生活会有
什么变化？记者也专门做了了解。

据介绍，预计到 2020年，当地
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成形，光纤宽带
通达率 90%以上，并实现 T 级出
口、千兆进楼，百兆入户的网络覆
盖；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建
成，辖区公安、交运、国土、卫生等
部门数据互联互通与共享，公共信
息服务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政
务管理能力有效提升，辖区城市规
划建设与运行管理、公共服务体系
及产业创新协同等领域的智慧应

用覆盖率达 70%以上，同时 90%以
上的行政事务可实现网上办理；公
共信息服务方便快捷，居民社保、
教育、医疗等问题可通过网上办事
大厅、便民服务 110、居民健康“一
卡通”等项目解决；产业协同创新
基本实现，依托大数据挖掘、利用
与开发，打造智慧园区和智慧村
镇，基本实现主导产业与信息产业
协同创新的局面，使传统产业智慧
化改造率达80%；信息安全备份初
步形成，建立郑州—新郑双备份机
制，构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大幅
度降低信息安全风险，并实现基础
网络和信息系统自主可控。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时小
伟 文/图）昨日记者从荥阳获悉，备受该
市市民关注的 701 跨郑上路人行天桥
顺利实现主箱梁分段吊装到位（如图），
至此，荥阳第一座过街天桥桥梁主体施
工基本完成。

据了解，2015年年初，荥阳市委、市
政府把建设过街人行天桥项目列入实事
工程，确定新建701跨郑上路天桥、郑上

路工业路天桥和索河路万山路3座人行
天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了解
到，701跨郑上路天桥将于 2016年春节
期间投入使用。

701跨郑上路天桥位于郑上路与万
山路交叉口西 100米处，主桥全长 58.91
米，设计净高为机动车道不少于5米，主
桥采用等截面连续钢箱梁，下部采用墩
柱式桥墩，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该工

程自去年10月15日开工以来，施工单位
严格按照设计要求科学组织施工，确保
该工程建设按照时间节点顺利推进。

据施工方介绍，701 跨郑上路天桥
主箱梁吊装采用分段吊装，钢箱梁采用
工厂制造并预拼装，然后运至现场吊
装。两段钢箱梁长度分别为 28.45米和
30.46米，宽度均为4.5米，高1.5米，总重
量为11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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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霞峰驴友坠崖
救援队再伸援手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刘少利）1月5日，来自
郑州的两男三女 5名驴友相约爬嵩山，在少室山迎霞峰
附近一崖壁处，其中一人下滑时不慎坠落崖底。接警后，
登封户外救援队联合登封市消防大队经过近 8 小时救
援，最终将伤者及同行驴友安全护送下山。

5日下午，这名男性驴友运用绳索沿陡峭崖壁向下
滑行时，因体力不支失手，坠落崖底导致右脚严重扭伤，
难以前行，同行驴友随即报警。接到警情后，远在偃师集
训的登封户外救援队通知在家的部分救援队员先行前往
出事地点。据了解，受伤驴友自身体重 80多公斤，而出
事地点少室山迎霞峰也是较为险要难行的地段。

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
三个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丁伟）近日，中牟汽车
产业集聚区朱博士、轩城、郭庄三个项目集中开工奠基。

近年来，中牟县围绕在全市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率先
实现全域城镇化、率先建成都市型田园城市”的目标，着
力推进汽车产业集聚区建设。

在加快产业发展的同时，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走产
城融合之路、造宜居宜业之城”，在规划范围内安排了11
个城中村改造及合村并城社区、2个新型农村社区、1个
公租房项目，涉及34个行政村，总投资130亿元。截至目
前，已启动项目 13个，在建安置房 200万平方米、建成安
置区100万平方米。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3个项目，总投资约19.4亿
元，总占地面积约 542亩，总建筑面积约 72万平方米，全
部由中建国际投资（郑州）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共建互联智慧分级诊疗体系

患者家门口享专家服务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杨迎利）昨日，记者从

巩义市了解到，河南省人民医院与巩义市人民医院日前
签订了“互联智慧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建设”协议。

据了解，“互联智慧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建设”中重要一
环就是根据前期对双方医院电子信息系统的有效对接，实
现医院之间电子病历等各种信息的共享。在互联智慧分级
诊疗服务体系中共推出20项措施，涵盖培养基层医生、提
升专科水平、服务基层患者等多个方面，与各基层医院展开
全方位合作。其中，远程医疗服务是以互联网和远程医疗
设备为基础，专家可通过远程视频看到病人真实情况，使巩
义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省城专家提供的医疗服务。

新密市来集镇杨家门村非岭即沟，是出了名的穷
村。近年来，新密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快速推进，大部分
群众搬出深沟。居住环境改善了，随后面临的问题就是
如何致富。

作为村干部，杨春杰决定挑起重担，担任新密市浮山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在他的带动和支部动员下，先
期流转的几百亩土地承包了出去。承包土地后，种什么，
怎样种？历经多次失败，杨春杰陷入迷茫。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春杰听说有人种植中药发财。
联想到附近的李堂庙会以前就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集散
地、邻近新密的禹州就有全国著名的中药材市场，种植药
材的想法生根发了芽。

面对种植户们的疑虑，杨春杰没有退缩，他多次到禹
州中药材市场查看市场行情，请技术人员到村实地查验
土质。经过调研，杨家门的坡地虽然不肥沃，但适合很多
中药材生长。而且，近几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发展中医
药业，中药凭借副作用小、纯天然的优点重新受到人们肯
定，很多中药材行情越来越好。调研的结果使他对中药
材种植充满了信心，2014年2月他拿出自己承包的20多
亩土地开始种植中药生地。

为了克服技术难题，他多次到禹州等地寻找经验丰
富的技术员，提供吃住，还帮助技术员承包土地20亩，共
同发展中药材种植。2014 年 10 月，种植的生地喜获丰
收，每亩地产量达到 6000斤，药材商上门收购，每斤 1元
左右的价格，每亩地纯收入达到两三千元。

中药生地种植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杨家门人的种
植热情，面对杨家门人乃至周边村的种植户，杨春杰总是
热情指导，耐心讲解。在他的带动下，来集镇中药材种植
规模迅速壮大。目前杨家门村已流转土地1300亩，杨家
门、韩家门村中药种植面积已超千亩。

相关链接

智慧城市是综合运用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以政府、企业、公
众为三大主体的交互、共享信息平台，
从而有效解决前期城市信息化、数字
化建设所监管的行业管理条块分割、
部门信息难以互联共享的“信息孤岛”
问题，为城市治理和运营提供更简捷、
高效、灵活的决策支持与运行保障的
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同
时，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引领产业空
间集聚、提高产品附加值、改善创新创
业环境，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产业协
同创新能力具有强力推动作用。

山沟里的创业突围
本报记者 张 立 通讯员 王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