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汪洋 文/图）昨日下
午，位于金水科教园区的河南省信息产业示范基地一
楼大厅，一个个高科技产品列阵，入驻郑州科教园区
的 12家企业纷纷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彰显出金
水区科技战“疫”、安全战“疫”、健康战“疫”的实力和
魅力。

战“疫”科技产品在金水科教园区生根结果，得益
于该园区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立园之本，兴园之策，
尤其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生物医药原有技术储备基础上，扩大其在疫
情防控领域应用，着力构建智慧管理、精准检测、高效
灭杀的防控体系，助力企业产品研发生产，助力企业
加快复工复产。

智慧管理，安全战“疫”。园区相关企业立足疫情
期间各单位复工复产需求，依托自身先进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优势，以无接触管控、智能分析预警两大特
点，助力各单位智慧安全办公管理。恒华科技自主研
发的智能测温通行系统“值守”于大型公共场合，即使
在戴口罩的情况下也能完成精准测温，而一旦有疑似
高温人员进入，系统就会实时报警。郑州金惠新悦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金惠多功能智能巡检机器人、河南
中原申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无接触红外线快
速测温仪手机APP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大数
据分析，以非接触方式，快速统计相关信息，宏观预测
潜在风险，对异常人员快速预警，有效提高疫情管控
手段，优化社会资源的投放效率。

精准检测，科学战“疫”。新型冠状病毒的检验检
测始终是疫情防控工作的焦点，作为园区生物医学专
业的领军企业，郑州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总部依
据郑州市关于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的通
知要求，已获批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博
奥公司研发的恒温扩增芯片法核酸检测试剂已通过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这些先进的仪器将运用
于临床检验，提高病例确诊准确性和高效性。

高效消杀，健康战“疫”。园区企业充分结合消
杀特点，在消毒剂研发上始终秉持两个强调：一是强
调“人体消毒绿色健康”。河南海利未来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海茶树消毒液，产品含有乙醇、澳洲茶树精
油、天然植物提取液、甘油等多种消毒及护肤成分，
安全无毒，既适用于物体消毒，又可用于包括孕妇、
儿童在内的人体杀菌。二是强调高效杀菌。新型固
体广谱消毒剂、次氯酸消毒液和抑菌液等产品，针对
病菌自身特点，利用次氯酸的灭菌性，从根本上杀灭
病原体。

截至目前，园区共计有18家企业、49种产品参与
到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中。而且，郑州金惠新悦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疫情防控健康登记系统已在郑州
市、济南市等国内 8 个大城市应用，累计服务企业
1000余家、社区 2000余个；智能测温通行系统已有
10余家省内医院采用；海茶树消毒液无偿捐赠给郑
州东站、郑州火车站等多家单位使用。

市场需求正旺，复工复产提速。为尽快恢复园区
科技生产力，金水科教园区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前，规上
企业已累计复工52家，复工率为 61%，累计复工人数
达到3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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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测温通行系统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文/图）
近日，在上街区某医学观察点内，
出现了温情一幕：包括 5名党员在
内的 7名驻点工作人员，自掏腰包
为入住人员送上了水果、牛奶和
香皂等物品。本次活动也是该观
察点临时党支部举办的一次特殊
的主题党日活动。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品，
彰显了共产党员在疫情一线的主
动作为和对群众的浓浓情谊。为
做好服务工作，该观察点临时党
支部制定了“114”服务工作法，

“11”即树起一面党旗、筑牢一道
防护墙，“4”即为医学观察点人员
做好 4项服务：医护服务、餐饮服

务、跑腿服务、心理疏导服务。
“党员的责任就是为人民服

务。特殊时期，就更要用心让入
住人员感受到这个临时大家庭的
温暖！”该观察点临时党支部书记
胡小珂说，到观察点工作 9天来，
身体虽然有些疲惫，但心中始终
有一种使命感，作为党员，一定要
冲在第一线。

看到工作人员送来的水果、
牛奶等物品，观察点内入住的居
民纷纷点赞。“在这里，不仅安心、
放心，而且暖心、贴心。我们会把
这份爱传递下去。隔离结束，我
立刻去当志愿者，为抗击疫情出
点力。”居民吴先生表示。

主题党日温情暖心 中原区推进建设企业复工复产
167个项目递交承诺书 复工率达82.26%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刘莉）中原区城乡建设局采取

“五到位”举措，积极落实分区分
级精准复工复产政策，全力支持
和 组 织 推 动 建 设 领 域 企 业（项
目）复工复产。

为有效落实复工复产的要求，
中原区城乡建设局全面强化统筹
和服务指导，切实推进建设领域企
业（项目）复工复产。为方便企业，
减少复工流程，在项目提交承诺书

后即可复工复产，在抓细抓实各项
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有序
推进项目复工复产。

为减少疫情对建设项目的
影响，中原区城乡建设局还联合
中原区卫健委、中原区控尘办和
属地街道办事处，成立 4 个服务
指 导 专 班 ，围 绕“ 五 到 位 ”，即

“ 服 务 专 班 到 位 、通 信 联 络 到
位、宣传普及到位、精准指导到
位、解决困难到位”，针对复工

复产条件、防疫物资、合理延长
合 同 工 期、按 时 足 额 支 付 工 程
款、开复工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平
台等问题，主动对接近期拟复工
的工程开展复工服务指导，全力
推动建设领域企业（项目）复工
复产。

截 至 目 前 ，中 原 区 各 类 建
设项目已提交承诺书复工 167
处 ，复 工 率 82.26% ，返 岗 工 人
1145 人。

本报讯（记 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杨
柯 文/图）郑汴路
社区党员慈善志愿
者 联 合 社 区 工 作
者，化身“疫情宣传
员”“防控监测员”

“文明劝导员”“采购
跑腿员”，走街串巷，奔

走在疫情防控一线。
他们被居民称作“线

上红马甲”，每天维护网络平台
秩序，实时传播正能量，提醒大
家不信谣、不传谣。带领宅家的
居民根据不同人群，开展线上

“美食分享、成语猜谜、才艺大比
拼、好书一起读、生活小妙招”等
丰富有趣的线上活动。

居民通过线上分享，学到
了不少新的生活小妙招。居
民说：“宅在家里生活一点不
乏味。”

“红马甲”传递“郑能量”

春天的畅想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王晓静 文/图

大地回春，农事渐起。2
月 26日，登封市送表矿区村
民赵六德一家人戴上口罩，
抓住春耕大好时节，开着拖
拉机来到田间翻耕土地，播
种全家人的“希望之梦”。

赵六德家里有七亩五分
地，平日里主要种植玉米、小
麦、油菜等农作物。“虽然疫情
形势还没有过去，但农时不等
人呀！这块地我准备种点春
玉米，这不，趁地里还有墒，赶
紧把地犁一下，该下种时就可
以直接播种了。”赵六德说。

在接受村委告知关于疫
情期间春耕注意事项后，赵
六德一家老少全出动，进行
春耕工作。他们不忘遵照村

委培训内容，一方面做好个
人保护，不放松疫情防控；一
方面犁地、除草、翻土，与农
时赛跑，抓紧时间进行春玉
米的备耕工作。

“我是个农民，祖祖辈辈
都是农民，种地是我们的本
能，我们相信政府，只要我们
做好防护，就不怕病毒。”推
着手扶式拖拉机在田间犁地
的赵六德说，“村里宣传着要
做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
不误，乡里还给派出了服务
专员，指导帮助俺春耕，要不
然，误过时节种不上春玉米，
今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赵六德家里有两个在读
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

费都是一大难题，家里还有
个患病的老人，这七亩五分
地的收成是家里的主要经济
来源。

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赵 六 德 还 养 了 二 三 十 只
羊。刚忙完田地里的活，他
就赶着放羊去了。为了防
止疫情传播，赵六德更换了
放羊地点，选择了罕见人迹
的后山。“村干部说了，要尽
量避免多人聚集，正好这没
有 人 来 ，虽 然 一 个 人 无 聊
点，但是安全。”赵六德说，
疫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他已
播种下丰收的希望，待到春
暖 花 开 时 ，定 会 实 现 他 的

“春之梦”。

“这些瓜苗是过完正月十五嫁接
的，十来天时间长出三片叶子，长势很
好。”昨日，在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史庄
村，村民杨顺国一大早就来到自家的温
室大棚，小心翼翼托起一个育苗钵，像
端详一件心爱的宝贝。

“今年我准备种 3 个大棚，约 3 亩
瓜，腊月二十几我就开始催苗了，上市
时间会比往年提前十来天，但愿疫情
早点儿结束，到时候，让我的瓜卖个好
价钱。”随意走在村生产路上，两边全
是大棚，几乎每一个大棚里都有村民
在劳动。

在杨砖林的蔬菜大棚，记者立刻被
眼前的“绿”所震撼。绿油油的芹菜亭
亭玉立长势正旺，翠生生的生菜层层叠
叠泛着油光。“我那一棚蒜苗已经卖完
了，这一棚生菜正在卖，过几天地腾出
来，就该准备种瓜了。”

在中牟县刁家乡蒋家村，一组村民
蒋铁军正在犁地、挖沟儿。“今年早点
种，准备把这 4亩地全都种成早熟瓜！
村里对群众可关心支持，叫俺戴好口
罩，防止染上病毒。村里前天就宣传叫

开始春耕咧。”刁家乡通过网上预订口
罩，帮村民解决口罩问题。同时，在各
村成立村级农资服务点，根据实际需求

统一协调配送，规范营业，保证农户春
耕供应，特别是对贫困户村里明确专人
优先保证。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备耕正当
时。中牟县早动员早部署，在严密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做到疫情防控、
春耕生产双统筹，两不误。一方面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利用喇叭、微
信、主题党日等广泛宣传，倡导大家出
入配戴口罩、配合消杀，积极进行农业
生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另一
方面，不失时机抓好春耕备耕，千方百
计应农时保生产，指导群众抓住农时浇
水、施肥、耕地、除草，确保不耽误农业
生产。

为解决农民卖菜问题，各村支部想
方设法联系菜贩上门收购，村民把蔬菜
运到村外，菜贩集中装车运走。村民育
瓜苗需要基质土、有机肥，村支部想方
设法帮助解决。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
晴。”穿行在中牟县的村庄、田野，到处
可见村民忙春耕、勤备耕的景象，一年
之中首个农忙季，在严密防控新冠肺炎
的关键时刻，全面铺开。广袤的土地
上，处处涌动的是春潮，播种的是希望，
收获的是幸福。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刘衍君 文/图）“野山桃，没有经
济效益，结的果也不好吃，但是嫁接成咱这红桃可就不一样了！”
今天上午，在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春耕生产正如火如荼地开
展着。农技员戴着口罩，手拿修剪刀，三三两两活跃在田间地
头，对果树进行嫁接。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村民手拿锄头，分散
在一片片山间田地中，除草、松土，为中草药种植做准备。

南岭位于巩义南部山区，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蒲
公英、连翘、灵芝等野生中药材多。“靠山吃山”成为村民们的致
富渠道。近年来，该村依托自身优势，利用土地资源，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种植中草药。

南岭新村党总支书记李国振说：“目前我们选择种植的中
药材有连翘、蒲公英、藏红花、柴胡等，都是适合南岭生长的中
药材。计划种植面积300到 500亩，目前我们已整理出来的地
有100多亩。通过我们的发展，保证群众有可观的收入。”

据介绍，为促进农产品稳产、保供、稳价，保护农民利益，稳
定民生保障，巩义市回郭镇、鲁庄镇等开创了“足不出户备春
耕”的新模式，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农户春耕需求，利用网络平
台、微信视频等，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了抢抓节令、不误农时，巩义市在抓
实筑牢新冠肺炎疫情防线的同时，积极开通农资绿色通道，联
系合作社集中作业，有效解决了疫情防控与春耕生产之间的矛
盾。据了解，巩义市利用春耕的大好时机，有序指导各镇根据
自己的地域特色，全面展开“三农”工作，确保农业丰收。截至
目前，巩义累计网络培训农机手 300名，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
700余台，开展化学除草两万余亩。

抢抓节令不误农时

人勤春早舂锄扑扑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邢小玲 尚军胜 文/图

卡点工作融进去
社区民心聚起来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超 李瑞彩）
“下沉干部得主动要活干，社区同志也要敢于派
任务，如果大家都各干各的，多部门组建的卡口
队伍就成了两张皮。”对下沉刘寨街道中华园小
区卡点的郑州市委社治委干部们来说，融入社区
防控工作是他们一直认定的工作准则。

卡点的人员来自多个层面，有市直机关下沉
干部、有区直部门委派干部、有乡镇街道分包主
管，也有社区一线工作人员，把思想和行动真正
融入卡口防控工作当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
有人都听组长安排，不论来自哪里，不讲职位高
低，有活大家一起干！”在中华园小区卡点，这句
话成了下沉干部和基层人员公认的规矩和实现
融入的突破口。

中华园小区共有 9栋楼、27个单元、384户，
每天下午 3点，工作人员都会在组长常丽红的安
排下到每户隔离家庭收集生活垃圾，随着返郑复
工人员数量增加，工作量也随之加重，虽然如此，
卡点的“战友”们任劳任怨的精神让她感动。

最熟悉小区情况的，莫过于社区工作人员，
每遇到涉及居民生活的“家务事”，就需要他们出
面。在卡点设置初期，由于不熟悉小区居民情
况，两户独居在家的老人需要子女们轮流上门照
顾，而在外小区居住的子女们的信息又不完全掌
握。楼院网格长王建萍得知后，用半天时间就掌
握了他们各个子女的特征和信息，在体温正常和
信息登记完善的前提下，帮助他们通过卡点，得
到了家属认可。

20多天的战“疫”生活，让下沉人员、基层干
部、社区群众聚到了一起，同事问起卡口防控工作
经验，他们也说不出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
许“一起并肩战斗过”才是他们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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