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入腊月，街头树梢彩
灯高悬，浓浓年味儿扑面而
来！昨日，在郑州市伊河路
段，工程人员正站在高高的
吊机上悬挂彩灯，营造喜庆
浓郁的年味儿氛围。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彩灯高挂
年味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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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董宝强）
“‘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宏伟蓝
图已经绘就、目标方向已经确定、发展路径
和工作任务更加清晰，当前摆在我们面前
的紧迫任务就是抓起步、抓开局，全力以赴
做好 2021年工作，把我们谋划的每一项举
措抓到细处、做到深处、落到实处，奋勇争
先、强势突破，努力向着现代化国家中心城
市东部新城的目标加快前进。”在日前举行
的中牟县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暨县委经济
工作会议上，中牟县委负责人如是说。

到 2035 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牟远景目标是基本建成“两化五强”的现
代化国家中心城市东部新城。“两化五强”，

即城镇现代化。经济实力、综合实力大幅
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城市功能
大幅提升，城市软实力全面增强，建成现代
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城
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城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
现，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五
强”，即产业强，按照市委东强产业定位，打
造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
服务业基地；科创强，成为中部地区科技创
新的新兴区域；文旅强，成为国内知名的文
旅新城、全国文明城市；生态强，基本建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美丽中牟；法治
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法治中牟、平安中牟建设达到新高度，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十四五”时期，中牟将着力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中牟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完善创新体系，打造科技创新的新兴
区域。

着力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支撑
能力。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
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加快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强化新兴产业带动，推动产业链式布

局、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发展，
努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着力做优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提质
增效。把现代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强化需求侧管理，顺应消费升级趋势，
以全域旅游为方向，以文旅融合为路径，大
力培育“旅游+”、数字文创等新产业，促进
服务业提速发展。

统筹推进城乡发展，打造高品质现代
化东部新城。全面融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紧盯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趋
势，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完善城乡基础设
施，以“聚、优、控”为原则，推动城乡基础设
施均衡化、共享化、协同化发展。

中牟敲定“十四五”开局起步目标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东部新城
东区投放应急资金近三亿
帮扶企业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讯员 刘潇潇 李盼)“只用了 15

个工作日，公司就拿到了200万元的应急资金支持，而且年化利率
只有3.85%！”说起地方党委、政府对于企业生产的支持，郑州华之
源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十分兴奋。

记者了解到，该负责人提到的“应急资金”，是自疫情发生以
来，郑州市和郑东新区两级财政共同设立了“郑东新区中小企业应
急转贷周转资金”，该资金由郑州市和郑东新区两级财政共同出
资，资金规模 1.5亿元，主要用于向辖区范围内符合要求的中小微
企业、科技型企业提供应急、转贷资金支持。

据了解，该资金的管理机构为郑州市郑东新区建设开发投资
总公司下属全资企业郑州新发展高新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郑东
新区管委会计划财政局在对管理机构的资金使用和业务开展情况
进行指导、监督、检查的同时，积极帮助管理机构与辖区内中小微
企业对接。在资金运营过程中秉持“一企一策、精准辅导、纾困解
难”原则，在切实了解辖区内企业需求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客户实
际情况，积极引入创新产品、个性化服务模式，先后推出了“租金
贷”“科技贷”“过桥贷”等专项产品。

数据显示，自2020年 5月以来，管理机构扎根郑东新区，累计
调研企业 110余家，在 8个月时间内，累计投放资金 29262万元，
帮扶企业43家，降费、增量、扩面的效果显著。同时管理机构严格
把控项目风险，坚守合规底线，“郑东新区中小企业应急转贷周转
资金”设立至今，所投项目尚未发生风险和违约事件。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赵萌
萌 文/图）“来了，老铁，快看红颜一品，
38.8元 2斤，仅限前 30名订单，还没有领
优惠券的老铁们，请抓紧时间领取……”
昨日上午，在登封市颍阳镇颍北村的秋惠
草莓园里，主播李豪杰一边介绍草莓，一
边紧张地统计订单详情。

李豪杰是河南某农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电商部相关负责人，据李豪杰介绍，
直播销售的所有草莓都会在每天的下午
2点统一采摘，3点打包装箱，5点准时为
客户发出，通过快递、物流等方式转天送
到周边多个城市，确保客户收到新鲜草
莓。公司目前有日光温室大棚 44座，现
种植草莓 20余亩，番茄 10余亩，所有产
品均通过公司电商和万邦批发市场两个
主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通过前期对郑州市周边县市环境的
综合考察，该公司决定在颍阳‘扎根’，不
仅盘活了颍阳镇闲置的农业资源，也解决
了附近村庄的闲散‘半劳动力’，同时还为
全镇设施农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血
液’……”登封市颍阳镇相关负责人说。

颍阳镇蒋庄村 3 组 45 岁的范二红，
因需要照顾孩子上学，无法外出打工，成
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冬天在这里干活
可美哩，既暖和，又离家近，方便照顾孩
子。每天来大棚里干些除草、摘果的活
儿，一个月还收入近2000元……”范二红
边说边摘草莓。

“我们的草莓不仅香甜，而且汁水丰
富，营养价值高，目前种植主要以红颜、凤
香、宁玉及甜查理四个品种为主，采摘期
可持续到 5月份。”公司项目经理马翡说，

“颍阳镇土质松软肥沃，空气质量好，所以
种出来的瓜果口感好。”

马翡还介绍，到 5 月份，园区里还
将有小吊瓜、甜瓜、番茄、辣椒等进入
采摘期。目前，一个温室大棚年收入
能达到 5 万元左右，下一步，公司将以
颍北种植园区为载体，提高育苗技术，
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经营规模，新上农
产品加工项目，为附近村民提供更多
的就业岗位。

记者还从颍阳镇人民政府了解到，下
一步，颍阳镇将以点带面扩大农业种植面
积，把特色种植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举
措，通过特色基地、农业专业合作社及种
植大户示范带动等方式引导发展产业，进
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实现乡村振兴
的强力引擎。

扩大“15分钟阅读圈”

荥阳今年再添8所郑州书舍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李银霞 王怀）近日，荥阳市城市书

房启动仪式在荥阳市广场街东口的郑品书舍举行。据了解，城市书
房建设是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荥阳，继续扩大“15分钟阅读圈”
的覆盖范围的有力扩展，今年计划再建 8所郑品书舍。郑品书舍作
为一种智能化图书馆，以精美而温馨的装修，融合了纸质资源与数字
资源、阅读服务与便民服务，是传统阅读阵地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
充，更好地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学习的“第三空间”。

去年，荥阳市的郑品书舍队伍再添新丁，分别位于广场街东口、
广武路绿荫半岛社区、恒大养生谷。每个书房纸质藏书量达3000册
以上，涵盖生活、文学、历史、哲学、科技、设计等领域，满足人们日益
多样的阅读、休闲、学习等需求。

同时，每个书房各有特色。荥阳市广场街文化艺术中心以东方
特色审美结合现代装饰装修工艺打造，在方圆中求变化，追求富于情
感的自然造型美，是老城区中的新亮点，让读者在优美恬静的环境中
愉悦身心，放松心灵。

荥阳市广武路建海绿荫半岛文化艺术中心将颜润如玉的装修风
格与回归自然并不断汲取养分的树木精神完美结合。该中心占地
300平方米，可容纳 50位座席，包含开放阅读区、休闲区、开放绘画
区、洽谈室、茶室、活动区、综合水吧区、儿童阅览区等几大区域。

恒大养生谷书院占地800平方米，藏书两万多册，可容纳130位
座席。包含亲子阅读区、童趣屋、中心阅读区、读书分享区、综合阅读
区、朗读区几大区域，涵盖书籍种类繁多。除了读书，这里还可以竞
技、健身、艺术、养生。

郑品书舍是荥阳市打造的新的“城市名片”，它可以有效解决公
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公共阅读融入百姓生活，打开了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阅读服务的通道。

大棚成了“聚宝盆”

手绘郑州公交车变迁手绘郑州公交车变迁

打造文化小巷
扮靓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何伟）“一天一个样儿，越来越美，
越来越漂亮了！”慕名来到管城区南曹街道张华楼村的人们由衷地感
叹。如今，杏花微雨巷等多条文化小巷打造完成，村口汉阙楼、景墙
华满眸全面建成，成了网红打卡地和城里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南曹街道办事处提振精神，抓实抓细，全力攻坚冲刺，制定推进
台账，建立包联责任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坚持从细节出
发，组织拆除道路两侧绿化树木支撑架 412处，坚持兵团作战，集中
整治 58个工地和道路沿线环境，让南曹更美。积极配合区城管局，
高质量建成毕河安庄等 7处污水处理站、高标准推进中华路等 5个
环卫垃圾中转站建设，共清理垃圾 80余处近 600立方米，整治破损
等问题围挡 2.3万平方米，更换围挡公益广告 2.1万平方米，打造卓
越道路 1条、红旗道路 14条。张华楼美丽乡村建设占地 4.2万平方
米的东侧游园建成并投入使用，杏花微雨巷等多条文化小巷打造完
成，致力打造干净整洁舒适愉悦环境。

金水区315万元
资助大学生创业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崔申）12日上午，金水区第五届
“创赢未来”大学生创业资助项目选拔赛暨上市挂牌企业颁奖仪
式举行。

“创赢未来”大学生创业资助项目选拔赛是由金水区委、区政
府为鼓励扶持大学生创业主办的一项系列赛事，自 2015年起，已
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本届大赛设总奖金 315万元，成长组和初
创组各 20个项目分别获得了最高 50万元的资助。另据了解，大
赛自举办以来，累计设立扶持资金1458万元，吸引2800多个项目
报名参赛，共有200个项目获得奖励资助。

金水区高度重视大学生创业工作，2014年率先出台鼓励大学
生创业扶持政策，努力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经过6年的发展，金水
区大学生创业园已经发展到 7家，总面积超过 2万平方米，目前有
近 400个项目在园区创业。园区累计培育孵化大学生创业项目
800多个，带动就业 8000多人，有 11家企业在中原股交所挂牌，
园区累计产值超 10亿元。2020年 12月，金水区被国务院授予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为鼓励企业开拓融资渠道，金水区早在2014年就率先出台了
上市挂牌奖补政策。截至目前，金水区已累计为68家企业发放奖
补资金8440万元。

“智慧公厕”让“方便”更方便
本报讯（记者 刘地 文/图）日前，高新区首个“智慧公厕”在天

健湖公园“变身”上线，多种高科技傍身，让公厕既人性化，又有“高
智商”。

在生活中，很多人在使用公厕时会遇到这样的困扰：很难确定
厕所是否有人使用，总要挨个拉门来判断。有了智慧公厕，这一问
题就可解决。记者在高新区智慧公厕入口处看到一张LED电子显
示屏，屏上显示有卫生间的平面构成图，正在使用的厕位会呈红色，
可对公厕的使用情况一目了然。每个厕位门口也安有显示灯，当有
人使用时，厕位门上的灯便会自动转为红色，显示该厕位“有人”。

据汉威科技项目负责人介绍，智慧公厕是汉威传感器应用的
一个场景。目前，高新区正围绕“聚焦智慧产业、建设智慧社会”的
主攻方向，以辖区 99平方公里、近 80万常态人口为真实场景，在
国内创新性地打造“一台多峰”智慧城市实验场。智慧公厕与高新
区“网红”智慧灯杆插座一样，都将在高新区智慧城市实验场进行
实践、验证、示范和推广。

化解欠薪矛盾
节前追回工资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刘海军）积极化解建筑领域欠薪矛
盾，让打工者拿到血汗钱。日前，中原区人社局压实建设领域施工总
承包发放农民工工资主体责任，化解建筑领域欠薪案件 38起，为千
余名农民工支付工资970余万元。

1月 11日，中原区人社局联合区城建局、西流湖街道办事处、辖
区派出所约谈了小京水安置项目施工总承包中国水电十一局项目负
责人，责令其直接对农民工发放工资 100余万元。有效化解了该项
目的部分农民工长期讨薪的矛盾。

中原区人社局还发挥牵头作用，充分利用矛盾调解中心成员单
位联合调解机制解决劳资纠纷。1月 11日，中原区人社局、司法局、
林山寨街道办事处，在林山寨司法所调解投诉人与现代外语学校的
劳资纠纷，经过 5个小时的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现代外语学校
支付投诉人各项劳动补偿9.5万余元。

昨日，二七区福华街街道航海北街社区“冬日爱心粥、浓浓党群
情”活动启动并持续到20日，将为辖区困难党员、退休老党员、孤寡
老人等群体免费送上爱心粥，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摄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
员 毛文琴 文/图）在金水区索
凌路公交站内，有一辆不一样
的 2路公交车，走进车厢仿佛
走进了“公交博物馆”，车窗两
边的玻璃上手绘的公交车引
人驻足，在这些绘画中，既有
现代的新能源电动公交车，也
有老式公交车。

据了解，这个主题车厢是
四 禾 美 术 学 校 的 定 制 公 交

车。经常坐车的美术老师们
与这辆公交已经相处 3 年。
在乘车间隙，车长马建民经常
会和车上乘客聊聊公交车发
展变化，于是乘车的 70后、80
后、90后乘客就有了灵感，利
用自己的专长，用手中的画笔
还原出郑州公交的变迁（如
图）。为了更真实客观地还原
过去的车型原貌，三个年代的
老师和马建民四处搜集资料，

使绘画中的每处细节都经得
起推敲。

铰接车、空调车、燃气车、
新能源车、纯电动双层车……
这些绘画是郑州公交几十年
的缩影，那些逐渐淡出人们视
野的老式公交车，在画笔下又
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滚滚向
前的车轮，记录了郑州这座城
市的发展变迁，装载着为这座
城市奋斗的人们向前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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