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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的五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郑州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围绕
“三大一中”战略定位，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突出“三大主体”工作，坚持开放创新双驱动，主动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积极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可以说，十二五
的五年，是全市上下勇于担当奋力拼搏的五年，是省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城乡面貌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的五年，是郑州民生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的五年，是在郑州发展史上浓墨
重彩、必将留下痕迹的五年。

五年的发展和变化，生活其中的市民有切身的感受，参与建设的人们有鲜活的记录，专家和
社会各界也会有各自独到的观察、评价和建议。郑州报业集团所属《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
手机报及数十个“两微一端”等新媒体集群联合推出“我看十二五 郑州这五年”大型系列报道，我
们把重要版面留给普通市民，留给生产和建设一线的劳动者，留给为郑州发展做出贡献的人
们，留给关心郑州、支持郑州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倾听他们最真实、最动人的讲述，从他们的
字里行间、话里话外感受他们的喜悦和激动，感受郑州五年来的发展和变化。

系列报道之四十七四十七

网友看报道点赞大发展

互动互动··热帖热帖

我儿子今年 4岁，去年 10月
体检时，发现得了先天性心脏病。

没两天，我就接到镇里卫生院
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医联体上级
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要来义
诊，要我带孩子过去做全面检查。
我半信半疑，但还是带着孩子去了。

到了卫生院，郑州市中心医
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谢宜旭认
真为孩子做了心脏检查，确诊是

先天性法洛氏四联症，并当场表
态，医院会解决孩子的手术费。

很快，孩子在郑州市中心医
院做了手术，非常成功，而且医
院为我们解决了近8万元的手术
费。现在孩子已经回到了镇卫
生院继续康复治疗，郑州市中心
医院的专家还定时来看。医疗
联合体真是解决了我家的大问
题，让我们生活又有了希望。

我们期待你的讲述、展示和
分享。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我们,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邮箱：zzrbszbb@163.com

电话：0371-96678

郑州晚报微信：zhengzhouwanbao

郑州晚报微博：http://weibo.com/zzwanbao

中原网：www.zynews.cn

（如果您对我们的报道有什么看法，也
可以通过上述方式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予以
刊发）

为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有专家，花更少的钱看病，
我们从2012年开始组建医联体。

启动之初的定位就是“优
化资源，分级诊疗”。3年来，我
们坚定这个目标，从成立医联
体综合服务中心，加强双向转
诊，到以远程心电为突破口，构
建融合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诊
断为一体的医联体远程医疗诊

断中心，联通单位达到 70余家，
信息化把中心医院的专家技术
送到了社区、乡村。70 多家成
员单位我们一一巡诊，17 项适
宜技术无偿传授，免费进修、培
训、会诊、投放远程设备。

到 2014 年底，医联体总体
业务量比 2012 年翻了一番，年
住院病人下转近千人，双向转
诊真正转了起来。

讲述

@医者 郑州片医模式的一大亮点是实现
了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
变，更加注重健康危险因素的干预，真正成为
居民的健康守护人。为郑州片医点赞！

@沐浴阳光 随着片医的出现，医患之间
建立了长期互信的合作机制，这是一种和谐
的新型医患关系。

@南瓜 郑州片医负责制逐步扩展到农
村，实现了城乡居民全覆盖，体现了基本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理念。

@夏花灿烂 作为“片医责任制”的首创城
市，郑州有责任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健康那点事 片医打破了原先的医生坐
门等患者的模式，以一种更积极主动的姿态
去为患者治疗。

@芭比要做好片医
工作，首先要想办法吸
引人才，然后留住人才。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汪辉 文 丁友明 图

2014年7月25日，中牟县第二人民医院正
式加入郑州市中心医院区域医疗联合体。

郑州市中心医院先后为我们免费配置了
远程心电设备、链接远程会诊、远程影像等设
施。通过远程会诊，发现的疑难病例，半个小
时内，我们就可以与市中心医院的专家面对
面沟通、探讨、答疑，优化诊疗措施，使治疗效
果得到明显改善。病人虽然住在二级医院，
却得到了三甲医院专家的治疗效果。

郑州市中心医院还为我们医院开辟了绿色
急诊通道，急危重症病人24小时免费接送，成为
我们基层单位坚强的后盾，使危重患者得到及
时有效快捷的救治，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提高了
患者的生活质量，为千家万户送去了福音。

通过加入区域医疗联合体，我们医院在
学科建设、人员素质等方面有了较大提升。
这说明医联体是医改的航向，是基层群众得
到优质医疗服务的有效保障。

郑州市中心医院牵头组建
区域性医联体，旨在通过有效整
合和合理配置区域内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资源，建立各级医疗机
构之间相互依赖、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的战略合作关系，逐步形
成和完善区域内分级诊疗和双
向转诊制度。

分级诊疗，作为医改之战略
目标，不仅可维护基本医疗的公
益性和公平性，缓解广大工薪阶
层看病难和看病贵，而且可解决
医疗机构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的
问题。郑州市中心医院对医联体

成员的帮扶，主要是通过开展医
生多点执业、远程医疗、临床技术
培训等方式，向医联体成员单位
输出优质医疗资源，让基层群众
受益，这是一个多赢之举。

未来，郑州市中心医院医联
体除了做好资源共享，还要数据共
享，也就是通过将“互联网+”引入
医联体，实现各级医疗机构电子
病历互联互通，以提高医疗、服
务、管理和监督的效率。此举不仅
可高效率地实现医联体各成员医
疗、服务和管理同质化，还可加快
完善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

讲述

专家点评

医疗“帮扶”乃多赢之举
清华大学医疗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燕

讲述

“医联体”规模日益壮大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郑州市中心医院区域医疗联合体新密分中心成立

目前，全市医联体成员单位的
基层医疗机构336家，累计开展双

向转诊 11902 人次，送检标本

38248例，远程影像诊断1386
例，远程心电诊断121848例,远
程会诊277例，医联
体内免费培训参培人
员达20686人次，接

收297名基层医护人
员免费进修。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河南
保税物流中心对外发布消息，今年 1
月份，郑州 E 贸易发展保持旺盛的
增长势头，业务量达 484.6 万单，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2 倍，迎来新
春“开门红”。

据了解，在成功探索出企业端、海
关、国检通关一体化基础上，河南保税
物流中心信息化平台上又加入了商
务、税务、工商、外汇、金融、保险、邮
政、财政、交通、工信、公安等部门，综
合服务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同时，新

建的 7.8 万平方米综合查验中心和
28.4万平方米的保税仓储设施等项目
今年将陆续投入使用。届时，该中心
保税仓库总面积将达45万平方米，可
实现跨境电商业务单量日均100万包
的综合处理能力。

随着郑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
获批，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将凭借自身
优势和发展经验，全力打造郑州跨境
电商综试区核心区。记者了解到，在
规划方面，我市已布局了以河南保税
物流中心55万平方米为核心、周边产

业配套3.51平方公里的核心功能区作
为郑州市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期的
先行区，整体辐射带动航空港及各地
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中心将探索郑州跨境电
商+空港+陆港+邮政的发展模式，全
力打造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年底前，实
现跨境电商进出口基本平衡。此外，
还将探索保税+万国邮联+海外仓
B2B、B2C出口模式，全力扩大跨境电
商出口业务。

全市专项行动累计
盘活土地近21万亩

市领导要求再接再厉开创土地管理利用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昨日上午，我市召开全市存量闲置
建设用地集中清理处置专项行动推进工作会，通报存量闲置
建设用地集中清理处置工作情况，安排部署 2016 年工作重
点。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金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专项
行动为契机，持续提高集约节约高质高效用地水平，努力为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土地保障。

专项行动自 2014 年 6 月开展以来累计盘活土地 20.9
万亩，征收率、供应率分别达到 97.5%、77.1%，供地率 15 年
来首次突破 60%，全市土地管理利用工作提升到了新水
平、新阶段。

关于下一步工作，孙金献要求：一要充分认识提升集约节
约高质高效用地水平的战略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效盘活闲
置建设用地是当前形势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增长保态
势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各级各部门要以专项行动为带动，持
续提升土地要素配置和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二要强力推动土
地管理利用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提升集
约节约高质高效用地水平核心，树立主动服务、超前服务理
念，坚持土地资源必须保障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用地需求的前
提，牢牢守住不被问责、不被约谈、不被通报、不被限批的底
线，健全源头管控、动态监管、目标管理三项机制，（下转二版）

郑州E贸易首月业务量创新高
达484.6万单 同比增4.2倍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
16 日，市委常委、市工业经
济科技和安全生产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统战部长王跃华，
副市长黄卿带领市工信委、
科技局和统计局等单位负
责人，赴登封、新密、荥阳三
地，就工业经济运行和创新
创业综合体建设情况进行
督导调研。

督导组先后来到登封市
中禾广场创新创业综合体、
河南白云牧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新密市环保科技创新
创业综合体项目工地，荥阳
市中原智谷创新创业综合
体、郑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
公司和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对综合体
配套服务、政策支持、人才及

项目引进，企业运营发展等
多方面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并在荥阳召开工业经济运行
和创新创业综合体建设工作
座谈会。

王跃华说，“十二五”期
间，我市经济发展迅速，各
项指标都在全省起到了引
领作用，“十三五”期间，要
持续保障高速增长态势，主
要靠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各
相关部门要强化沟通合作，
确保工业经济运行首季“开
门红”；关于创新创业综合
体建设，他要求，严格按照
标准，加快推进建设功能完
善 的 创 新 创 业 综 合 体 ，同
时，还要出台政策、创造环
境，积极吸引外地优秀人才
及项目入驻。

深入调研倾心座谈
共谋工业发展良策
市领导要求强化沟通合作确保首季开门红

“我全程观看了今年感动中国年
度十大人物颁奖盛典，当我看到咱们
郑州的王宽、王淑荣夫妇站在领奖台
上的时候，作为一名熟知他们的普通
人、一名慈善工作者，我感到非常骄傲
和自豪。他们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为
郑州的慈善工作做出了贡献，为文明
河南、文明郑州奉献了力量。”郑州慈
善总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万民说。

从“送水哥”默默奉献时紧咬牙
关，到“气球奶奶”自强营生时充满坚
韧的眼神，从“西瓜哥”艰辛守护时带
着心酸的泪水，再到“一碗面温暖一
座城”的爱心涌动……郑州，从来就

不是一个缺乏温暖的城市。一个个
普通却又不平凡的小人物，相继亮相
央视荧屏，并获得了“最美中国人”的
亲切称号。正如一些网友对“郑”能
量解读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平凡、他
们普通，但正是我们身边的一些‘草
根英雄’，完美诠释了正能量的价
值。生活中，我们需要正能量的光
辉，需要侠肝义胆的热心人，他们身
上蕴藏着正能量，让社会多了一些帮
助，少了一些戒备。”

一个城市的爱心程度，需要相关
机构的不断努力，更需要人们的不断
实践。“王宽夫妇不仅自己身体力行，

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人，他们还带动
了一家人充满爱心，这一家人都洋溢
着慈善的正能量。”王万民说，“王海龙
在郑州慈善总会成立了‘渐冻人爱心
基金’，他们把自己辛苦义演赚来的钱
用来帮助其他渐冻人；王宽一家还在
积极筹划再次举办义演帮助癌症患
者；2015年，他们一家被评为‘郑州最
具爱心慈善楷模’……在‘王宽家’身
上，体现着慈善的力量，给了更多深陷
困境中人们希望。”

“作为普通市民，生活在郑州这个
充满爱心的城市，我觉得很骄傲，很自
豪，很幸福。”王万民说。（下转五版）

郑州人连续三年感动中国 市民分享喜悦畅谈感受

“我们为文明大爱郑州骄傲自豪”
由郑州报业集团旗下媒体《郑州日报》《郑州晚报》最早发掘并持续报道的“王宽家”

故事感动全国，王宽入选2015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这意味着，继2013年大爱仁医
胡佩兰、2014年大爱亲邻陇海大院之后，我市连续三年涌现三位感动中国大爱人物；郑
州，也成为全国所有城市中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诞生”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城市，堪称

“大爱之城”。
连日来，在机关办公桌前、在乡村田间地头、企业生产车间，市民热议郑州人连续三

年感动中国的大喜事，分享生活在这座大爱城市的骄傲和自豪感，纷纷表示要从自己做
起、从小事做起，传递文明大爱郑州形象，让郑州更温暖、更幸福。

生活在大爱郑州很幸福

2月14日晚，央视“2015感动中国
人物”颁奖盛典播出后，当选 2015 年
度“感动中国人物”的王宽瞬间引爆了
舆论场，成为省内外几十家媒体争相
关注的“明星”。

其实，关于王宽的大爱故事，早在
2001年 4月 12日，郑州报业集团旗下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就开始关注
了。至今，王宽依然清晰地记得，15
年前的那一篇通讯报道，题目叫《国家
一级演员为何茶楼“卖唱”》，也把他从
戏曲茶楼“无人点”的窘境中解救出
来，“生活有了转机”。

15年来，特别去年9月底起，连续三

个月对王宽感人事迹进行了集中报道，
将王宽推向了央视“感动中国“的颁奖
台，这一感人的故事由此传遍神州大地。

事实上，郑州这座城市在日新月
异地发展，记录下城市里刻骨铭心的
大爱，还原无法忘怀的瞬间，诠释“润
物无声”的温暖，寻找触动心灵的真
情，发现推动时代前行的力量，一直是
郑州报业集团旗下《郑州日报》《郑州
晚报》的责任。

过去的一年，郑报集团旗下媒体
通过讲述“王宽家”的动人故事，点燃
了许多市民心头的烛光，把温暖人心
的力量撒播得更广更远，让人们心灵

向善，执著向前。
王宽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的缩影。

春节过了，回顾这些曾经打动人心的
报道，总是让人激情满怀。许多市民
认为，通过《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对
王宽家事迹的持续挖掘，让这些接地
气、动人心的郑州好人故事，为越来越
多人所了解所熟知，并懂得当好人、做
好事，人人可为、处处可为。

一篇篇翔实的报道、一个个生动
版面的背后，是一串温暖向善的感人
故事。市民一致表示，王宽的故事激
励着他们从心动到行动，为未来注入
了深厚磅礴的无穷力量。

发掘传播十五载 感动历久而弥新
书写大爱记录温暖，郑报向来不惜笔墨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石闯 张潇 冉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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