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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实事”真情服务职工

据了解，这“十件实事”包括帮扶困难职
工、开展绿色出行等“互联网+”工会普惠服
务等。

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宣传教育活
动。广泛开展“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
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组
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持
续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千场文化
活动进基层活动。

常态化帮扶困难职工。建立完善梯度
帮扶制度，分类帮扶深度困难、相对困难、意
外致困职工。对脱困户实行走访慰问全覆
盖。持续延伸助学链条，创新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

开展绿色出行等“互联网+”工会普惠
服务。推动建立以“郑州工会会员服务”微
信公众号为中心的微信平台矩阵，实现市总
工会、各区县（市）工会微信公众号信息互
通、活动互推、内容共享。2021年继续开展

绿色出行等系列工会普惠职工活动，市总
工会和各区县（市）工会予以补助，支持有
条件的基层工会为本单位会员普惠活动给
予补贴。

举办“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劳动和
技能竞赛。2021年全市工会系统组织技能
竞赛工种 80个左右，劳动和技能竞赛力争
覆盖职工30万人次。

探索谋划郑州市新时代工匠学院，深化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探索谋划郑州市
新时代工匠学院，做好“郑州大工匠”选树命
名工作，启动第四批“郑州市示范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选树命名工作。新建
市级职工书屋 60家，带动各级工会新建职
工书屋 100家，评选表彰 10家规范化职工
书屋示范单位。

巩固提升户外劳动者驿站建设成果。
在对已建立的 723家户外劳动者驿站加强
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规范资金使用，进一
步提升驿站建设和服务水平。2021年在全
市新建80家户外劳动者驿站。

开展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八大
群体”建会入会行动。在 25人以上未建会
企业中，推动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消除50人
以上建会空白点。2021年，全市新建工会
500家，新增农民工和灵活就业群体会员 6
万人。

推动实施“普惠重疾”等各项职工互助
保障活动。对郑州市工会会员参加《在职职
工普惠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动（一年期）》继
续进行补贴，每人补贴金额 10元。对参与
职工互助保障的职工，及时发给互助金。
2021年计划完成各项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参
保职工40万人次。

推动开展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和母
婴室建设。在企事业、机关、商务楼宇、工业
园区等单位推进女职工休息哺乳室建设。
2021年，动员 60家基层单位参与开展爱心
托管服务，选树15家市级示范爱心托管班。

深化就业创业服务。持续开展春风行
动、工会就业创业服务月、民营企业招聘周、
阳光就业等专项就业援助行动。举办“超级

带货官”电商新媒体培训班，助力乡村振
兴。2021年组织就业培训 1.5万人次，帮助
各类人员实现就业创业6000人次。

重点打造“三大品牌”
市总工会今年还将重点打造“三大品牌”。

“惠惠”普惠服务工作品牌。继续重点
打造以“绿色出行、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平安
返郑交通补贴、消费惠农”等为主要内容的

“惠惠”工会职工普惠工作品牌。
“八大群体建会入会”工作品牌。在总

结郑州作为全总货车司机入会集中行动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可以复制推广的八大
群体建会入会郑州模式，打造“八大群体建
会入会”工作品牌。

“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劳动和技
能竞赛工作品牌。把开展职工技术比武
和劳动竞赛作为工会助力职工技能提升、
企业创新发展和人才强市的有效载体和
方式，打造“职工技术比武和劳动竞赛”工
作品牌。

郑州工会推出服务职工十件实事
今年计划组织就业培训1.5万人次 帮助实现就业创业6000人次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三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4月 10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三批16个群众举报件。

其中，二七区 2个、新密市 2个、新郑市 2个、荥阳市 2个、
登封市 1个、高新区 1个、管城回族区 1个、航空港区 1个、惠济
区 1个、金水区 1个、郑东新区 1个、中牟县 1个。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郑州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已按程序交相关区
县（市）整改。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进驻期间为 2021年 4月 7日~5月 7日，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0371-65603600，专门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28号
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主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察地方处理。

新郑郑国车马坑

黄帝文化金石拓片
在郑州博物馆开展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2021（辛丑）·黄帝文化金石拓片
展在郑州博物馆开展。

本次黄帝文化金石拓片展由省黄帝故里基金会、郑州博物
馆主办，展览从 4月 10日持续到 19日，共 10天，包含黄帝文化
金石拓片展和黄帝金石文化学术讲座两项活动。

据了解，本次黄帝文化金石拓片展在策划上，注重黄帝文化
的保护传承弘扬。在展览期间，精心安排传拓体验活动，由非遗
传承人现场亲自教授传拓技艺，还将邀请相关专家举行学术讲
座，让观众多角度感受黄帝文化的浩瀚灿烂。

第36期郑州电子
商务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曹婷）后疫情时代，跨境电商有哪些机遇和挑
战？近日，第36期郑州电子商务大讲堂在创意岛大厦开讲。来
自全国的电商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共话新形势下跨境电商发展
新机遇。

此次活动由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郑州市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市商
务局、中原科技城管委会联合主办。大讲堂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
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就后疫情时代跨境电商机遇和挑战分享观
点，北京电商专家汪伟就挖掘跨境电商潜力做了演讲，河南电子口
岸有限公司专家熊辉对跨境电商通关模式做了相关解读。

郑州电子商务大讲堂，是市政府推动全市电商发展的重要
举措，是市商务局运用差异策略、精品策略和管用策略，打造的
常态化、长效化的“慧”企工程。目前大讲堂活动已成功举办35
期，邀请 186位知名专家演讲，线下培训 17200余人次，线上观
看超1570万人次。

我省首家帕金森病一站式
诊疗中心落户郑大一附院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邢进）4月10日，河南首家帕金森病
一站式诊疗专病中心暨中国帕金森病诊疗培训基地落户郑大一附
院。据悉，同时举行的还有郑大一附院第三届帕金森病论坛。

帕金森病(P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现在已
成为仅次于脑卒中、老年性痴呆的第三大老年人健康杀手，严重
危害中老年人健康。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每年有大量帕金森
病患者深受疾病困扰。

据介绍，中心成立后，将通过多学科资源的整合优势，给帕金
森病患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全方位、综合性一站式诊疗服务新模
式。此外，中心还将致力于提高帕金森病的慢病管理水平，推动我
省帕金森病诊疗专科化、分级化和全程化管理，让更多患者获益。
作为我省帕金森诊疗培训基地，中心将负责对所管辖的各帕金森
病标准中心进行定期教学、培训和考核，对标准中心诊疗水平进行
质控，逐步提升河南省帕金森领域专科医师的诊疗水平。

城市道路杆（塔）
箱体集中整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市区人行道上常出现配电
箱过多、占压城市道路影响通行、箱门打开有安全隐患等现象。近
日，市、区两级城管部门，组织铁塔、移动、联通、电信、郑州电力、河
南有线等公司负责人，对杆（塔）箱体整治工作现场督导检查。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建成区道路约 1932公里，分布于道路
两侧人行道、绿化带内通信箱体近 9000个、通信杆塔 2400余
个。其中已排查确定影响道路通行、破损的杆（塔）、箱体共有
1851处，这些存在隐患的杆（塔）、箱体都要进行拆除、迁移或修
复，具备条件的还要统一整合到市政综合箱内，减少杆（塔）、箱
体对城市道路的占用。

根据计划，我市将持续推进“多箱合一、多杆合一”工作，加
大对占道、破损杆（塔）、箱体整治力度。2021年将完成“美丽街
区和示范道路建设”问题台账内占道、破损杆（塔）、箱体的整治，
2022年完成已排查出的1851处影响道路通行、破损杆（塔）、箱
体的整治工作，2023年完成全市影响道路通行、破损杆（塔）、箱
体整治，并形成通信设施市政道路设置行业标准，净化郑州市通
信行业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畅通、安全的通行环境。

（上接一版）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督促落实以案促
改，监督推动巡视巡察整改，推动政治责任落地落细；衔接要更
紧，加强与巡察机构、监督检查室、驻在部门机关纪委、下属单位
内设纪检机构的协同，着力提升派驻监督质效；数据要更全，在

“1+N+E”智慧监督平台运用上狠下功夫，强化数据分析，完善
管理制度，确保用好用活；自身要更硬，加强政治、能力、纪律建
设，主动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保障要更优，全面加强对派
驻机构的指导服务。

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
监察组组长述责述廉

（上接一版）他指着身后一段长长的商
代城墙说：“这就是商城亳都城墙，距今
3600年左右。在新郑还保存着郑韩故城
遗址，那里也有保存较完整的城墙。目前，
郑州已发现先秦以前的古城址30多座，分
布非常密集，这些都充分证明，郑州地区在
中华文明起源之初，是早期中国华夏古国
非常集中的发展区域。”

站在巍然矗立的城墙遗址上，对商
城遗址这张郑州的千年历史名片，你会
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穿越历史云
烟，古老城墙依然在叙说着往日故事，厚
重的黄土依然覆盖着千年威严，描绘着
时代新画卷。

在该公园采访时，郑州商都遗址博物
院馆员李静兰带领记者来到一段商城遗址
城墙剖面前。只见城墙的纵剖面断面清晰
展示着各个时期的夯土层，从商代、战国，
再到近代，折射出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 郑州商都文化是在继承夏代礼制等
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商族文化发展形
成。郑州商都文化是当时中国文明的核
心，它的城市建设、城郭布局、青铜文化、祭
祀占卜、文字书写、手工业和商业文化对周
边文化、晚商殷墟文化和周文化以及之后
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谈起郑州商都文化的影响力，李静兰
如数家珍。

这里是王朝典制开创之地。郑州商文
明见证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制度的形成。
继二里头文明之后，郑州商代都城代表的
郑州商文明在广域范围内首次确立成熟的
城市体系。

这里是青铜时代成熟之地。仅南顺城
街等三个窖藏就出土青铜器28件，器型厚
重、纹饰繁缛，展现了郑州作为王都的崇高
地位。

这里是中华汉字寻根之地。郑州商城
出土的11字习刻字骨，意义重大。郑州商
文明见证了汉字书写系统的形成。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作为展示近
70年商代都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的专题
性遗址类博物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将真实、完整地解读 3600 年商代早期王
都的历史文化，成为市民了解古都历史
的新平台。该博物院计划于今年下半年
开馆。

老奶奶庙再现嵩山东麓
古人类发展进程

4月 9日，采访团还来到位于二七区樱
桃沟风景区管委会大路西社区的老奶奶庙
遗址。

该遗址西北角建有一座小庙，当地人
称为老奶奶庙。2011 年，老奶奶庙遗址

入选“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同时入围当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据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该遗
址距今 3万至 5万年，是嵩山东南麓旧石
器地点群中的一处中心营地遗址。遗址
面积 1.5万平方米，考古发现 20余处用火
遗迹，以及多层叠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

居住活动面，清楚显示了古人类在中心营

地连续居住、活动的场景。遗址出土近万

件石制品、2万余件骨制品与大量动物骨

骼等。

“ 老奶奶庙遗址完整再现了距今 3万

至 5万年前嵩山东麓古人类发展进程，证

明了我国境内更新世人类发展的连续性

特点，以及中原地区繁荣的旧石器文化

与复杂的栖居形态，为探讨我国及东亚

地区现代人类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新证

据。”谈到该遗址的重要意义，汪松枝深

入阐述说。

8000年裴李岗圣火照亮
历史征程

大约8000年前，中华先民们是如何生

活的？4月 9日下午，采访团走进位于新郑

市新村镇的裴李岗遗址，透过一片片历史

的残存遗迹试图还原当时的生活场景。

在该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人员

正在细心清理着一片百余平方米规模的

墓葬。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永强介绍 ，这片墓葬从今年开始发掘，

从目前墓葬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裴李岗时

期，先民们已集中埋葬去世的家人，开始体

现出家和地域意识。

李永强说，早在 8000年前，先民们已

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

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

动。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

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

据了解，裴李岗遗址在 20世纪 70年

代末曾进行过 3次发掘，共发掘面积 2957

平方米，发现了文化层、公共墓地以及少量

灰坑及陶窑，出土了一批典型遗存物。

2018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启动新

的发掘工作，陆续在遗址西部发现了堆积

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

最新精确测年显示，裴李岗时期遗址

使用年代距今 8000年前后，使用时间 500

年左右。最新发掘发现了大量碳化果壳，

以及浮选出少量植物种子，有黍、稻、粟、橡

子、酸枣、枣、山核桃等，初步判断裴李岗文

化时期，农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可能种植

有黍、稻等农作物，但仍然以采集经济为
主；动物遗存发现有猪、狗、牛、鹿、獐、獾、

龟以及大量的鱼骨，初步判断已经有了猪、
狗养殖，但仍然以渔猎活动获取动物资源
为主。

郑韩故城见证古都历史沧桑
郑韩故城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虽历经 2000余年的岁
月磨砺，郑韩故地仍城垣逶迤，雄浑矗立，
蔚为壮观，它是世界上同期保存最完整的
古城垣之一。

4 月 9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新郑市
中华路上的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登上该公园北城墙，只见城墙上植被丰
富，木栈道蜿蜒向前，吸引不少市民前来
登高望远。

据新郑市文物局文物科科长王凯介
绍，郑韩故城是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与韩国
的国都遗址，其规模和保存的完整性在东
周列国中绝无仅有。它是国务院 1961年
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
国家重点扶持保护的36处大遗址之一，也
是20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郑韩故城城墙周长22公里、城内面积
16 平方公里，留存至今的城墙、宫殿、祭
祀、贵族墓葬群以及各类手工业生产遗址，
为我们展现了一座宏大而完整的东周时期
诸侯国都城。

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分为城墙
遗址公园、宫城遗址公园、大吴楼手工业遗
址公园和后端湾综合遗址公园四个部分。
其东北角城墙遗址公园目前已对外开放。
大吴楼手工业遗址公园一期工程已基本完
工。该公园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既体现
了旅游元素，又保存了郑韩故城原有的地
形和地表的遗址分布。

随后，采访团又来到新郑郑国车马
坑。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
又一惊世发现。坑内残存4辆拆车葬式的
木车，加之之前的发掘，郑公大墓共有葬车
48辆，马 124 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
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

王凯告诉记者，该考古发现不仅为我
们研究不同时期故城的结构布局、墓葬制
度、防御体系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也
为科学制定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
展示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去郑州，看华夏古国”采访活动启动
首站打卡商城考古遗址公园、老奶奶庙遗址、郑韩故城、裴李岗遗址

（上接一版）舞台上30名小学生身穿汉服，
一边诵唱《黄帝颂》，一边用中国传统书法
毛笔书写自己的汉字姓氏，歌曲结束时，孩
子们双手举起自己书写的姓氏，与汉服教
师徐徐展开的“中华百家姓”卷轴交相呼
应，引来观众阵阵掌声。在仪程“乐舞敬
拜”环节，舞蹈《盛世莲花》载歌载舞，敬拜

中华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展示了澳门社会
安定团结和经济繁荣昌盛。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肇创中华服
章文明。活动现场，还组织了一个百人汉
服方阵，顺应“国潮风”，传承黄帝文化，成
为活动的又一个亮点。

澳门立法会议员陈虹表示，寻根拜祖，

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恭拜黄
帝活动是我们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它使
中华民族“同根同祖同源”的观念代代相
传,寄托了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美
好愿景。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黄帝
文化在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澳门立法会议员何润生说，尤
其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举办
恭拜黄帝活动，对弘扬黄帝文化，打造中华
民族精神家园，增进华侨华人文化认同、民
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自 2016 年起，大典至今已成功举办
六届。

弘扬黄帝文化 共建精神家园

澳门举行辛丑年恭拜轩辕黄帝大典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尧立）今年，工会“娘家人”有啥关爱举措？有哪些职工福利？记者近
日从郑州市总工会获悉，《郑州市总工会 2021年突出办好的服务职工“十件实事”和重点打造的郑州工会“三大品
牌”》印发，今年，全市计划新建工会500家，新增农民工和灵活就业群体会员6万人；新建市级职工书屋60家，带动
各级工会新建职工书屋100家；2021年组织就业培训1.5万人次，帮助各类人员实现就业创业600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