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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牵动着郑州老市民记忆与心弦
的西里路，在这个春天已华丽转身为一
条集“环境优美、绿色生态、舒适宜居、畅
通便利、文化厚重”为一体的特色街道，
重新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漫步在西里路上，可以感受到旧城
重新勃发的生机与活力。西里路西段，
会讲故事的胶片长椅（如图）、仿铜制摄
影人物雕塑、可爱的读书熊、心形长椅等
恰到好处地分布步道之间，与见缝插绿
的常青绿植、花卉小景及橱窗里的浪漫
相得益彰。三三两两的行人或驻足拍
照，或停留小憩。华灯初上，影像文化长
廊就会在夜幕中被点亮，踩着一枚枚镶
嵌在红色的星光大道的金色小脚印，欣
赏着中国摄影发展史，让习惯于快节奏
的现代人重新感受到都市“慢生活”。

在改造提升中，杜岭街道办事处按
照“一半是文化、一半是浪漫”的设计理
念，以杜岭街为轴，将西里路东段的杜岭
方鼎文化、商代历史、市井文化复刻和民
间用品复原，以时间前后为序列，从厚重
杜岭、印记杜岭、风华杜岭、星光杜岭四

个板块重现了文化印记。打造了以浪
漫与特色为主题，将传统与现代、东方
与西方相融合的西里路西段新步行街
区。处处有景致，处处见精细，处处有

温情，处处有故事！如今的西里路在
绿树掩映中，依然岁月静好，以独有的
气质在时间里静静流转。快来西里路

“打卡”吧！

管城区

587个老旧小区
两年内将“美颜”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以

前的违章搭建变成了小广场，如今家门口一
步一景。”家住管城区清真寺街的海新景，目
睹家门口的改变，让他又增添了许多情怀。
随着“清真寺街片区”日臻完善，一大批精品
街区在精打细磨中焕发出勃勃生机，真正把
群众美好生活展现出来。

据了解，管城区共有老旧小区数量占到
全市的 1/3，总面积 502 万平方米，涉及 6.5
万户居民，大部分楼院存在建筑时间长、基础
设施破旧、配套设施缺失、卫生环境差、脏乱
现象突出和消防安全隐患大等问题。2019
年，投入经费约6.72亿元，计划完成366个老
旧小区、91条背街小巷改造任务，对辖区老
旧小区和背街小巷进行改造提升。第一批
131个老旧小区、22条道路已全面施工。第
二批 235个老旧小区和 69条道路整治项目
已完成施工招标手续，正在进行小区整治前
施工准备。以老旧小区整治为主线，综合支
路背街改造，建立了管城区老旧片区综合整
治模式，分别打造出以星月小区为主线的“清
真寺街片区”、以货站北街19号为主线的“货
站北街片区”、以金城街12号为主线的“金城
街片区”。两年内，全区587个老旧小区将彻
底“美颜”，精细提升城市品质，让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足、更实，让城市更优雅、
更具活力。

时光流转岁月静好
绿树掩映记录春秋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尧鹏 李晓静 文/图

“党建+”大数据服务平台
在中牟姚家镇上线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肖新峰 耿晖）如何更好

地让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中牟县姚家镇积极探索创
新，借助第三方打造的“党建+”大数据服务支柱产业发展
综合性平台昨日上线运行。

据了解，该平台是根植姚家镇党建工作和产业发展现
状，利用产业指挥中心、党支部、产业服务型党小组、党员、
党员联系户五级产业决策联动体系，借助大数据分析，建
成一个党建创新引领、党群合力共建的，优化产业分析决
策、服务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有效支撑
姚家镇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这一平台突出党建创新引领主题，利用国内先进的
大数据技术和可视化技术，全面展示姚家镇风采，同时汇
集行业数据，对姚家镇特色产业发展进行指导和预警，助
力基层政府分析决策，满足人民群众对产业信息化的迫切
需求。”姚家镇党委书记周国富解释说。借助数据可视化
技术，建成镇情党情特色展示平台；利用互联网爬虫技术，
探索产业发展分析决策平台；助力党建与产业融合，构建

“两个作用”管理平台；实现跨平台数据整合，打造综合性
便民服务平台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平台打通了全镇各村20块大屏
幕、群众微信小程序和镇区网页管理端。做到一键全镇跨
平台推送，通过数据的共享互通实现信息的更新与发布。

“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征求了各界专家学者与第三
方智库意见，创新性地将基层党建与大数据共建，有效助
推产业发展与便民服务迈上新台阶。”平台项目总监告诉
记者，比如区域内率先借助党员多级联动体系助力产业发
展，即发挥好五级联动力量，整合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实现
产业运行监测、分析及预警；区域内率先将智慧党建平台
定制化开发至大屏幕端，开拓了党群远程教育、思想宣贯、
模范引领新路径；区域内率先实现了微信小程序端和大屏
幕网页互联互通，把适合群众日常使用的模块移植到小程
序中，实现了信息即时性，核心功能与大屏幕端共用一个
后台，实现一次编辑、多渠道宣传的效果。

“有个这个平台，足不出户就知庄稼天下事，比如想种
大蒜，可以通过平台获知全国近年的种植面积、价格走势，
今年种不种、种多少，心里就会有底了。再比如，把测土配
方的数据上传，地里缺啥营养就知道该施什么肥……”姚
家镇镇长郝宏彬兴奋地说。

“张书记，这小半年儿参加村里的劳动，
我挣了 1800块呢。”正在用榔头平地的肖秋
成老人笑得合不拢嘴，80多岁的老人仍在参
加村里整治村容村貌的有偿劳动。村里整
改村容村貌，拿出集体经济收益，把建档立
卡户发动起来，安排公益岗位一天80元。

肖大爷口中的张书记，名字叫张翼，国
网荥阳市供电公司驻荥阳市刘河镇小寨村
第一书记，他是小寨村的“金点子”，更是村
民们的“贴心人”。

辞别老人，张翼心里还惦记着低保户肖
国锋，他长年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一
直没能外出务工，今天张翼给他带来了一个
好消息，让他参与短期技能培训和公益性岗
位，既能照顾母亲，也有收入补贴家用。小
寨村有不少身体或精神有残疾的村民，张翼

统计伤残人士后向县残联申请鉴定，帮助村
里42户残疾人办理残疾证并享受残疾补贴。

午饭时分，张翼与村委聊起了今年的红
薯种植情况。“去年张书记给咱们引进了谷
子和蜜薯品种，又帮着销售，今年种红薯的
乡亲大大增加了。”“是啊，去年的红薯和小
米让咱村增收了 5万多呢，咱村种这两样啊
是真中！”张翼和大伙聊得开心，心里仍惦记
着田间地头的农事，“春丽，走，吃过饭咱们
去地里看看红薯苗种得咋样了！”

绿色的麦浪一眼望不到边，张翼和驻村
工作队队员穿行其中，“老张来了，今年我可
种了4亩红薯呢！”农户崔金周正在地里栽种
红薯苗，看见张翼来了，亲切地打招呼，“这
蜜薯啊，适合用草木灰兑水浇灌，长势更
好！”张翼俯下身，和乡亲们一起浇水扶苗。

扎根农村这些年，张翼俨然成了半个农事专
家，农作物种植技巧、注意事项张口即来。
用他的话说，乡亲们和土地最亲，驻村书记
不亲近土地，就不会明白百姓的所思所想。

脱贫攻坚，产业当先，2018年，张翼和驻
村工作队科学制定了帮扶计划，2019年已发
展红薯种植50亩，谷子种植110亩，驻村工作
队又通过国网电商“惠农帮”和“爱如电”帮助
村民销售小米，2019年增加小寨村集体经济
收入 5.2万元。今年种植红薯的农户大大增
加，真正实现了智志双扶，从“要我脱贫”到

“我要脱贫”。
从地里指导农户回来，张翼赶往村委的路

上被建档立卡户杨培申拦下了，原来他家的厕
所改造出了点问题，厕所门尺寸不对。张翼拿
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详细记下：“老杨，放心

吧，我这就给你联系，门儿给你重做，送回来我
去帮你安。”这下子，杨培申才肯放张翼走。

天色渐晚，张翼赶着天黑前去查看大
棚。6座蔬菜大棚在村委后面的田地里依次
排开，大棚里面密密麻麻的多肉植物竞相生
长，农户们一边交谈着一边侍弄花卉。“别小
看这多肉植物，保守估计，一棚能收入2万。”
承包大棚的种植户支中斌满怀着发家致富
的喜悦，跟记者介绍道。

今年才刚刚启用的6座蔬菜大棚，由专业
人员负责经营管理，建档立卡户在基地打工，
一座大棚能带动6个建档立卡户就业，每年租
金和就业酬劳能实现4万~6万的收益，实现了
贫困户在家门口脱贫的愿望。当初张翼顶着
质疑决定引进多肉植物种植，如今看来，这又
是一剂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的“良方”。

惠济区

多环节多角度开展爱卫宣传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倪永真）爱国卫生宣传月虽然

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惠济区爱卫办扔持续扎实开展以“防疫有
我，爱卫同行”为主题的爱国卫生宣传活动。

4月 28日上午，惠济区爱卫办联合区委区直各单位及辖区
各镇（办），在文化北路万科广场开展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
架、展板、发放宣传彩页、宣传手册等宣传品，在重点宣传当前新
冠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还涵盖了爱国卫生、环境整治、食品安全、
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控、心理健康、公共场所控烟、除“四害”等健
康科普知识。

“疫情之下，居民对健康的生活方式，个人卫生习惯如戴口
罩、勤洗手、用公筷等更为注重，社会的大健康意识有所增强。
以往少数人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过时的’‘老掉牙’的。经历本
次疫情，许多人改变了看法，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因此，今年的
爱国卫生月，进行了更多‘升级’。”惠济区爱卫办负责人说道。

“这个宣传栏内容蛮实用的，我们回家也得劝劝家里老人要
分餐。”现场活动结束后，爱国卫生的宣传并未停止，上午，在黄
河美邸小区，郑州市民小弓在家门口的健康教育宣传栏前看了
许久。他两周没来丈母娘家了，一来就发现宣传栏“上新”了，宣
传的正是爱国卫生月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内容。

“宣传栏每季度更新一期，4月份，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科普，
结合居家卫生举措，为居民进行了全方位知识的梳理，进一步增
强大家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为做好防控营造良好的环
境。”惠济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说道。

上街区

监督前移护航复课复学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穆文涛 柴宁）郑州全面复学在

即。记者近日在上街区采访时获悉，为严密做好疫情防控，确保学生
安全有序复课复学，推动教育系统主体责任落实落细，该区纪委监委
紧盯“人员、物资、措施、机制、保障”核心要素，靠前监督做好复课复
学护航工作。

精准监督，做到心中有数。该区纪委监委成立复课复学专项督查
组，到区教育主管部门及各所学校、幼儿园查阅师生健康排查清单、实
地察看防疫物资储备、掌握联防联控处置机制预案等，预先掌握各所
中小学、幼儿园复课复学工作准备情况，做到基本情况有底数。

“体验式”监督，督促整改落实。针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学生家长
对复课复学疫情防控工作的担忧，督察组严格按照“家长标准”找不
足、抓漏洞，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同相关单位进行反馈并持续追踪。截
至目前，已对33所中小学、幼儿园进行了督查，发现问题57个，已全
部整改到位。

“嵌入式”监督，同步统筹推进。联合教育、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
进行联合评估督导，对各类学校开学准备情况进行科学评估，有针对性
地指导各所中小学、幼儿园补齐短板，推动复学复课各项准备工作落实
落细，确保疫情防控、校园安全底线，助力教学管理秩序全面恢复。

经开区

1.5亿元周转资金
为中小企业解困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王啸风）为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
境，缓解疫情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近日，郑州经开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与郑州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设立经
开区应急转贷周转资金，纾解经开区中小企业临时资金周转困难。

据了解，经开区中小企业应急转贷周转资金由郑州市和经开区
两级财政共同出资设立，目前首期资金到位 0.6亿元，总规模 1.5亿
元，后续资金将根据管理情况陆续到位。

应急转贷周转资金的设立运作，可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引
导和杠杆放大作用，进一步改善经开区中小微企业、初创型科技企业
融资环境，帮助中小企业克服临时性困难，实现更好、可持续发展。

郑东新区

个体登记“一件事”实现智能“秒批”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

讯员 李盼）在指定区域放置身份
证、对着摄像头“刷脸”实名认证，触
摸屏相关按钮上轻轻一点，手写签
名确认，点击打印，一张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便打印出来，拿在手中。
昨日上午，郑东新区个体登记“一件
事”智能审批平台正式启用。作为
该平台启用仪式上的体验者，想开
一家面包房的 90后刘登科，通过个
体登记智能审批系统，不到 5分钟，
便打印出了该平台正式启用后的首

份“秒批”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在刘登科拿到营业执照后，郑

东新区所辖区域内的 12个乡（镇）
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龙子湖智慧
岛、区级政务服务中心同时启用个
体登记“一件事”智能审批平台，
个体工商户均可通过该平台对个
体登记实行“秒批”，真正实现群
众办事“就近办、自助办、一次办、
马上办”。

据了解，郑东新区个体登记“一
件事”智能审批平台的启用是我市

首次“机器换人”的创新应用，前期
经过与市场监管部门和专业技术
公司对个体登记“一件事”的深入
调研、系统优化、流程再造，以办
事群众最关切的心中事、身边事为
核心，将梳理确定的 51 项个体登
记“一件事”，通过个体登记“一件
事”智能审批平台，从刷脸认证、
信息勾选、签名确认到执照领取，
全程“不见面”审批、“一站式”登
记，用时只需 5 分钟，实现了个体
登记“秒批”。

为民解忧“贴心人”倾力扶贫有“点子”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 王莹

志愿服务进社区
爱卫宣传不放松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一搏)志愿服务+防疫宣传，
两不误同进行。郑州市中原区锦艺西社区、郑州佳潮物业近日
联合辖区资源，共同举办“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所有理发者的座椅间隔一米距离，整齐地排成了
一排。前来理发的居民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入座，在旁边等
候的居民也自觉排队并间隔 1.5米的安全距离。在开展义剪活
动的同时，志愿者还向居民发放爱国卫生月倡议书、垃圾分类、
健康教育宣传册等，普及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健康卫生知识，号
召居民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志愿者帮忙采摘“丰收”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魏晓柯 文/图）“这几天

是采摘蒜薹的最佳时机，要不是恁来帮忙，俺都不知道
该咋办了。”昨日上午，中牟县狼城岗镇北堤村，村民吴
大姐五亩农田里，涌现出十几名志愿者帮忙采摘蒜薹
的丰收画面。

这些志愿者都是郑州公交四公司徐亚平志愿服务
队成员。据介绍，由于今年蒜薹市场售价低，雇人抽蒜
薹不划算，但不及时抽掉就会影响大蒜生长，眼看着满
地蒜薹已经成熟，这可急坏了家中没有劳力的农民吴
大姐，她对外发出求助。当看到求助信息后，郑州公交
四公司徐亚平志愿服务队立即组织志愿者提供帮助。

昨日上午9时许，志愿者来到采摘地，统一佩戴口
罩，并做好采摘前的消毒工作。经过一天紧张劳动，完
成了本次采摘任务。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田金敬 李艳芳 文/图）
疫情防控与农业生产两不
误。记者昨日获悉，中牟县
大棚西瓜开始陆续成熟上
市，新鲜的大西瓜和精美的
礼品小西瓜将走上市民餐

桌。今年因疫情防控小区进
出管理严格，倡导居民走进
田野感受西瓜观光采摘游，
也将成为今年一大亮点。

据悉，“五一”前夕，中牟
县近 10 万亩无公害西瓜将
陆续成熟上市，针对今年的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西瓜种
植村的农民经纪人开动脑
筋，利用网络和手机微信及
时发布西瓜成熟与销售信
息，让西瓜销售途径更宽，鼓
励省内外的老客商走进中
牟、选点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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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同行防疫有我 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