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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开展专题调研

确保城乡接合部综合
改造工程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市委副书记周富强带领相关部门人
员，对我市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作进行调研。

调研组利用一天时间，先后来到中原区柳湖办事处桐树王片
区、荥阳市广武镇插闫村、高新区双桥办事处郭村社区、惠济区花
园口镇申庄村、金水区兴达路办事处马渡村、郑东新区高铁公园、
郑开大道与万三公路交叉口、中牟县万滩镇七里店村、新郑市孟庄
镇酒孙村等地，分别调研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中的示范片区
绿化、美丽乡村建设、回迁安置村建设、堆山造景绿化工程等工作，
并认真听取工作汇报。

周富强说，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
对于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周富强要求，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
既要“治标”也要“治本”，不仅要加强外部环境综合整治，更要以

“绣花”功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把这项工作做成各方满意
的德政工程、人民受益的民心工程。（下转二版）

市领导调研基层纪检监察工作

用心用情为民造福
尽责尽力保障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
主任杜新军到管城区、高新区调研基层纪检监察工作。

杜新军走访管城区商代王城遗址、北下街街道代书胡同社区、
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小樱桃动漫集团等地，察看基层党建引领基层
社会治理工作、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落实及党风廉政建设情况。
在管城区、高新区纪委监委机关，深入了解监督执纪职责履行情
况，并与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

杜新军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人民至上，落实为民造福，紧紧依靠人民，织密“小微权力”
监督网，推动各项监督向基层、村居延伸，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
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用心用
情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下转二版）

高考成绩25日公布
两种方式查分数 27日前可申请复核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考完了，啥时候出分？去哪

儿查询？记者昨日获悉，全省普通高考成绩将于7月 25日通过河
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向社会公布。

今年，省招生办将通过普通高招考生服务平台只读邮件向考
生发送电子成绩单，考生还可通过官方网站、“豫事办”APP查询
高考成绩。

据悉，河南省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豫事办”今年上线了高考
成绩查询功能，本省考生可在支付宝首页搜索“豫事办”进入小程
序，或下载“豫事办”APP。具体操作流程：手机登录“豫事办”，在
首页“热门服务”板块，点击“高考成绩查询”服务；进入后输入个人
证件号码、验证码，点击“查询”按钮即可。其中准考证号为必填
项，身份证号与报名序号填写一项即可。

不仅是发布分数，只读邮件和“豫事办”APP，还将提供更丰富
的服务信息。志愿填报期间，我省普通高招考生服务平台将发送
只读邮件指导考生报考。录取期间，考生登录“豫事办”可查录取
结果。

高 考 成 绩 公 布 后 ，如 果 考 生 对 本 人 成 绩 有 疑 问 要 求 复
核的，可于 7 月 27 日 18:00 前向所在县（市）区招生考试机
构提交申请。

河南专升本今日开考
就地就近安排考点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昨日，全省高三毕业生顺利
完成普通高考，今天，河南专升本考试启幕。与普通高考一样，今
年全省各地就地就近安排考点，考试疫情防控按照普通高考有关
规定执行。

专升本文化科目考试由省招生办统一组织，各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招生考试机构具体实施。受疫情影响，今年由就读学校统
一组织考生有序应考，闭环管理，最大限度降低考生流动、聚集的
疫情传播风险。我省明确要求，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和
责任追究制，对因工作失职、失责，造成严重违纪舞弊的，要严肃追
究单位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对在考试中违规的考生，省
招生办将依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向推荐高校通报。

今年河南专升本录取与普通高考提前批同时进行，不加任何
照顾分，每个考生可填报 1~5个平行学校志愿。录取时，平行志
愿投档规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即：将该专业全
体上线考生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定位次，然后按位次优先的
原则，根据考生平行志愿的自然顺序从前到后进行检索，一经检索
到计划未满额的学校，即向该校投档；排序成绩相同的考生，依次
按英语、专业综合科目成绩排序。经教育厅审核认定的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和退役大学生士兵录取，均实行计划
单列，在填报志愿时可兼报符合资格的单列计划和非单列计划的
高校，仍为平行志愿。

自 25岁嫁进郑州市工人新村，62岁的
芦雪琴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7年。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的工人新村，始建于
上世纪 60年代初，是 1954年河南省省会由
开封迁至郑州后，为集中安置参与省会建设
的工人专门建设的生活区。

红砖灰瓦，高大梧桐，这是老一代郑州
人对工人新村的集体记忆。

近一个甲子过去了，树木依旧茂盛，但工
人新村社区变得日益老旧，基础设施老化，公
共配套服务跟不上，严重影响了芦雪琴和其
他 9600多位住户的生活幸福感。2019年，

郑州对 2002年以前建成使用的老旧小区进
行综合改造，工人新村也在改造之列。

如今，望着重新粉刷的砖红色居民楼外
墙、干净整洁的街道路面，芦雪琴发自内心
地高兴：“环境美，心情也爽！”

工人新村并不“新”
芦雪琴的公公早年在开封市书院街工

作，上世纪 50年代，省会搬迁时，他被派来
郑州参与建造河南省新华书店，随后便居住
在工人新村的集体宿舍。

初期，工人新村是砖木结构的平房。上

世纪 80年代初，大多数平房改建为砖混结
构多层建筑。

芦雪琴回忆，当时他们和公婆挤住在一
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那是一栋办公室
改造的两层排房的 2楼。没有独立卫生间，
每一层只有一个公共厕所。也没有厨房，各
家在房门边的走廊上支个煤火炉，就是做饭
的地方。

当记者惊讶于4口人共挤一室时，芦雪琴
有些淡定地说：“过去，还有的两家分在一间屋
子呢。”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并排放了
两张床，中间用三合板隔开。加上一张吃饭用
的小矮方桌、一台收音机，芦雪琴带来的12英
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和几把小椅子的嫁妆，就
是这个家里所有的家具与家电了。

在那个物质尚不算丰富的年代，十几平
方米足以摆放三代人所有的衣物和生活用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排房住了近
10年后，芦雪琴丈夫的单位分给他们一套
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下转二版）

昨日，《工人日报》
头版头题在“走向我们
的小康生活”栏目，刊发
《穿越一甲子，如今郑州
工人新村的居民走进了
小康生活的新日常——
工人新村“变身记”》文
章，对郑州老旧小区经
过综合改造蝶变为环境
整洁、功能完善、管护到
位、业主满意的美丽社
区，人居环境改善，城市
品质提升进行报道。本
报今日予以编发，敬请
关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记
者从市政府新闻办昨日举行的郑州市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目前，我市稳投资、稳预期、保市场
主体政策组合成效逐步显现，1~5月份，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至 1.3%；各
类市场主体 3月份新增 1.69万户，4、5月
份新增均在 2.6万户以上，与去年同期相
比呈现增长态势。

组合政策助力“六稳”“六保”
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郑州市多措并举，打出了政策“组
合拳”，及时研究出台应对疫情促进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 30条、促消费增活力稳增长
10条、扩大有效投资11条、为民造福10条
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印发《郑州市在疫情防
控期间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送要素强信
心”活动月实施方案》，创新开展“三送一
强”等一系列稳定经济的活动举措。同时，
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开复工、加强新增中央
投资项目和专项债券项目储备等系列措
施，努力稳定投资及经济运行。

聚焦重大项目建设，全市优选各领域
引领示范作用突出的 123个重点项目，由
34名市级领导联系推进。健全完善市、县
两级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

省市重点项目投资推进、联审联批、督查推
进 3个工作专班，按照“排查问题、交办任
务、督查推进、办结销号”工作机制，高效协
调解决问题。组织开展两批 33场次全市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年度投资目标
822.6亿元，加快形成有效投资。不断补充
完善重大项目库，谋划项目达到2514个。

精准服务保障项目加快建设
全力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才能促进

项目早日落地建成。我市依托河南省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郑州市政务
服务四级联动系统，及时启动实施投资
项目“不见面”在线审批，多措并举指导
项目单位办理网上审批，确保疫情防控
期间项目前期工作“不断档”。出台“一
对一”精准服务工作机制，成立 15 个工
作组，逐项目走现场送政策、送信息、送
服务、解难题，相继排查发现并及时解决
人员返岗、建材物资、资金需求、审批手
续、拆迁补偿等问题 467个，有力保障了
项目加快建设。

为做好防疫重点保障企业的政策落实，
我市开展了“861”金融暖春行动，发挥金融
支撑实体经济的作用，助力受疫情影响和
冲击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与此同时，全市各级市场监管行政审

批窗口积极改进审批服务方式，努力优化
营商环境。疫情防控期间全面推行“网上
办”“掌上办”政务服务；采用“邮递办”，实
现“无接触”审批。按照“1+X”的模式再
造商事登记“一件事”流程；努力放宽企业
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方面的
条件限制，不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持续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两稳一保”成效逐步显现
经过全市上下积极努力，目前，我市

稳投资、稳预期、保市场主体政策组合成
效逐步显现。1~5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由负转正，回升到 1.3%，高于全国
增速 7.6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0.4 个百分
点。各类市场主体 3月份新增 1.69万户，
4、5月份新增均在 2.6 万户以上，与去年
同期相比呈现增长态势。总体上看，我市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主要经
济指标总体逐步恢复增长，经济社会发展
呈现强劲复苏态势。

下一步，我市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重大项目建设，确保固定资产投资平
稳增长，以稳投资保稳增长，以稳增长促
稳预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

组合政策密集落地
精准发力“两稳一保”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 市场主体呈现增长态势

穿越一甲子 焕发新魅力

郑州工人新村“变身记”
工人日报记者 李丹青 吴丽蓉余嘉熙

钢铁水泥企业下月起试行
超低排放差别化水电价格

新华社郑州7月8日电（记者 李鹏）记者 7日从河
南省生态环境厅和河南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为推动重
点行业大气污染物减排，自 8月 1日起，河南省将对全
省钢铁、水泥企业试行超低排放差别化水电价格。

按照政策，8月 1日起，全省凡未按要求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的钢铁、水泥企业，其网购电量（含市场化交
易电量）和购买自来水企业水量全部实行加价政策；完
成全部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则用电、用水不再加价。

加价标准依据“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
运输方式”要求，其中一项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
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 0.01 元（含税），用水价格每
立方米加价 0.05 元（含税）；两项未达到超低排放要
求的，单位电价、水价分别加价 0.03 元、0.08 元；三
项均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单位电价、水价分别
加价 0.06 元、0.1 元。

据悉，超低排放差别化水电价格政策实施后，电
网企业和自来水供应企业因执行差别化电价、水价
增加的收入将由省政府统筹用于支持相关企业开展
节能减排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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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上半年新增
市场主体9.85万户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落实“六稳”“六保”，增添市场新活力。记
者昨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上半年，全
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累计达到9.85万户。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市各类市场主
体增长势头有所放缓。为提升信心，激
发活力，我市出台优化市场监管营商环
境若干措施，如下放权限、压缩时间，推
进企业准入准营高效率；强化保护、注重
培育，提高企业知识产权高价值；搭建平
台、明确标准，助推企业创新发展高质量
发展；创新监管、信息共享，提升郑州市
场主体高信用；提质增效、便企利民，推
进郑州营商活动低成本等。

随着若干政策逐步落
地，各类市场主体与去年同
期相比呈现增长态势。据
统计，上半年，新增各类市
场主体累计达9.85万户。

昨日清晨，
GMC-96B型钢
轨打磨列车驶入
京广铁路黄河铁
路大桥，开启打
磨作业，对钢轨
进行保养。

本报记者
张倩 摄

京广铁路黄河
大桥接受保养

（详细报道见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