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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二十七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 (记者 裴其娟）4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二十七批 26个群众举报件，其中新郑
市、巩义市各5个，荥阳市4个，金水区3个，管城回族区、登
封市各2个，中原区、惠济区、郑东新区、经开区、新密市、市
生态环境局各 1个（新郑市、管城回族区共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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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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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期间，黄河岸边青草碧绿，万亩花
卉争相开放，引来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黄河岸边微旅行”成了郑州市民的不二选
择。在惠济区花园口镇黄河水利风景区门
口，市民文明旅游、文明观光，秩序井然。

“您好，前方100米处就有停车场，请您
不要随意停车。”昨日恰逢五四青年节，在黄
河大堤将军坝前，花园口村青年志愿者身着
红马甲（如图），指引游客文明停车，向游客
宣传文明旅游注意事项，积极倡导文明旅游
之风。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文明出行 请勿攀爬”……走进各景区，随
处可见写有文明提示语的标牌和展板，整个
辖区充满着浓厚的文明旅游氛围。

五一期间，黄河大堤郑州漫花里中原高
科技花卉博览园开园，花园口镇八堡村党员
志愿者纷纷到门口进行交通疏导、宣传文明
旅游，景区门口车辆停放有序、园区内景色优
美，文明旅游蔚然成风。此外，节日期间也吸
引了不少想要露天烧烤的市民来到黄河大

堤。但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黄
河大堤两侧禁止户外烧烤，花园口镇巡防队
员在此劝阻市民，并做好说服教育工作。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花园口镇
文明旅游之风已深入人心，文明出游成为五
一假期黄河大堤一道“最美的风景”。

小志愿者走上街头
引导行人文明出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通讯员 沙鹏睿 文/
图）“叔叔，您好，骑车请戴头盔。”“奶奶，请走斑马线。”昨日
上午，一批小小志愿者走上郑州街头，用稚嫩的声音提醒行
人时刻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如图），他们认真的模样引得过
往行人不时点头称赞。

据了解，这些小志愿者们是郑州市中原区互助路小学
一年级十二班的学生，他们在假期走上街头，用自己的方式
度过不一样的劳动节。

活动中，小志愿者们头戴志愿者小红帽，身穿志愿者红
马甲，手拿宣传页，并用文明的语言和认真的态度劝阻非机
动车乱闯红灯、骑车不戴头盔等交通陋习，倡导文明出行。

文明城市需要文明交通，交通文明关乎着每一个人的
生活，小小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志愿精神，希望通过

“小手牵大手”形式，带动更多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交通的
志愿服务中，让郑州市的交通环境更加文明和安全。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假期坚守一线

维护市场健康有序
巡查文旅场所190家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曹杨）“您好，我是郑州市文

化旅游投诉举报热线，您请讲！”“太感谢你了，问题已经解
决了，我还会再来郑州的，太喜欢这里了。”“下次您出行前
可先拨打热线咨询，我们提供 24小时服务”……这个五一
假期，郑州 12318 和 67188061 两部文化旅游咨询服务热
线忙碌不停。来自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最新统
计数字显示，截至 5月 4日，该支队共出动人员巡查文化旅
游场所190家，巡查网络文化企业114家，接到相关投诉举
报和咨询电话50余件。

今年五一假期，天公作美，温度适宜，郑州迎来旅游接
待高峰。随着客流量持续增大，各景区按照防疫防控要求，
及时做好限流和引导措施。但游客出门在外，难免会出现
一些“小插曲”，此时，辛勤忙碌的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工作人员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假日期间，维护郑州文化旅游市场健康有序是该支队
重要的工作目标，“您放假，我护航”也成为该支队126名执
法队员的初心和责任。

“服务热线是我们市场监管和服务的第一扇窗户，大家
的假日求助是期待，更是信任，我们一定要给予热情的回
应！”几位热线值班员如是说。他们表示，五一假期对于文
化旅游市场监管是一个考验，旅游、休闲、娱乐领域成为执
法重点。5月 1日以来，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百余
名执法人员兵分 8组，实行 24小时不间断值班巡查。截至
5月 4日，该支队共巡查文化旅游场所 190家，巡查网络文
化企业 114家，接到相关投诉举报和咨询电话 50余件，均
已妥善处理。

让美丽风景与文明同行
本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李梦婷 刘瑞利 文/图

唯美的古风演绎、诙谐的曲艺表演、
浪漫的园博花海……这个五一假期，多
姿多彩的郑州园博园吸引不少市民前来
游玩。为给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让
游客在舒心的环境下文明游园，该园区
专门安排 30 余名工作人员组成志愿服
务小分队，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在该景区停车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
者配合安保队员进行交通疏导。在游客
买票入园高峰时段，多名志愿者在南门入
口处配合售票、检票人员引导游客购票、
入园，同时义务为游客提供问询服务（如
图）。为满足广大游客的用餐需求，该景
区还在南门、北门、西门设置有多个餐饮
点，志愿者们不时提醒游客有序排队、文
明就餐。漫步景区，你会看到，志愿者配
合保洁人员不间断地在园内巡视并对垃
圾进行科学分类。在电瓶车乘车点，志愿
者则为游客热情地提供指引服务。

为引导游客做到文明游园，该景区
还在道路两侧、草坪、园林等多处设置文

明旅游宣传标语。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的贴心引导和周到服务下，游客们自觉
排队，用餐后自觉带走垃圾，拍照时爱护
花草树木与公共设施……漫步美丽的园
博园，你会发现，文明行为已成为这个假
日一道美丽的风景，文明旅游逐渐成为
旅游业新风尚。

（上接一版）20世纪初，京汉铁路与汴洛
铁路在郑州交会，郑州迅速崛起，成为以棉
花贸易为主的繁华商埠，扼守东西南北的交
通要塞，曾是日本“东亚战略”入侵中国腹地
的重点之一。日本在郑州设立领事馆，除了
经济上的考量，也是为侵略中国建立一个情
报搜集窃取工作的战略前哨。

在郑州设立领事馆之初，日本人就披着
合法外衣，从事非法活动——开设“商店”贩
毒，转移当局视线，配合日本侵华搜集政治
经济、军事情报，进行策反及间谍活动等。
由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派出的间谍机关，
以郑州为据点，在河南、陕西等地进行特务
活动，侦察地形、绘制地图，为日本加紧策划
实施全面侵华提供情报支持。

原日本驻郑领事馆见证了郑州人民的
抗日救国浪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郑州民
众抗日救国浪潮的冲击下，日本领事馆全体
人员撤至汉口，领事馆停止活动。

1935年，日本侵略魔爪向华北扩张，制
造了一系列事件。12 月 9 日，在中共北平
临时工委领导下和共产党员的组织指挥
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
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风暴迅
速波及郑州。12月中旬，以郑州扶轮中学
学生会发起成立“郑州市学生联合会”、声
援“一二·九”运动受难学生为起点，抗日救
亡运动遍及全省，汇入了全国的抗日救亡
的滚滚洪流。

1937年，日本间谍形迹暴露，间谍机构
被查封，大量未被焚烧的文件被没收，所获
证据表明，日本驻郑领事馆正是这些非法活
动的庇护所。“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驻郑
领事馆关闭。

扶轮中学，讲述爱国青年的
抗日救国运动

郑州，二七区，101中学。
现如今，扶轮中学已经更名为郑州市

101中学，校史馆内，一幅幅“一二·九”运动
的珍贵照片，一段段“一二·九”运动的文史
资料，无声讲述着郑州进步师生在战火纷飞
年代昂首街头奋起抗日的壮烈场面。

郑州扶轮中学是我国铁路系统建立最
早的中等学校，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校
长、教师影响下，学生们革命思想活跃，经常
在自办的《扶中生活》《轮声》等杂志上纵论

国家前途，组织读书会、座谈、演讲、展览等
探讨国家命运。除校内活动，还踊跃向郑

州、开封、上海等地的《河南民国日报》《大公

报》《申报周刊》《世界知识》《中学生》等报刊

投稿。

1935 年，“一二·九”运动风暴传至郑

州，首先得到扶轮中学广大师生的响应和

声援。

扶轮中学的共产党员、教师段超人和爱

国师生一起，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

国主张，鼓励学生投入到“一二·九”运动中

去。进步师生组织恢复了学生会，联络郑州

其他学校，于当年 12月 19日，创建“郑州市

学生联合会”，发布宣言，声援北平学生，通

告全国，要求政府抗日。

同年 12月 28日，“郑州市学生联合会”

组织全市师生 2000余人，冒雪在陇海体育

场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国

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会后，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通过德化街、大

同路、乔家门、东三马路等地，源源不断的爱

国人士加入其中，队伍扩大至万人以上。

他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当经过

日本驻郑领事馆时，爱国学生们冲破封锁，

用砖头、石块袭击了领事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誓死不当亡国奴！”
…………
口号声声，撼天动地。
12月 30日，郑州数百进步师生在郑州

陇海火车站集结，他们或坐，或躺，要求乘火
车去南京请愿，致使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
线交通中断。

风起云涌的郑州“一二·九”学生爱国运
动，书写了救亡图存的郑州篇章。学生们声
援、结社、示威、袭击日本驻郑领事馆、卧轨
索车、中断交通等活动，揭露了日军侵华的
阴谋，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

经过这次斗争的涤荡，以郑州扶轮中学
为核心的广大进步师生，坚定了抗日救国的
信念，受到了爱国思想的洗礼，涌现出一大
批勇于斗争的进步青年，为郑州抗日救亡运
动积蓄了力量。他们深入宣传、唤醒民众，
创办刊物、扩大影响，为掀起全民族抗战奠
定了思想基础。

汉霸二王城，打响抗击日寇的
黄河阻击战

郑州西，荥阳，汉霸二王城。
这里山峦迭起地势险要，北踞黄河天

险，向西可以直通关中平原，策马八百里秦
川，向东可以直下豫东苏北，行军黄淮大平
原。抗日战争期间，抗日力量和日军各自据

守汉霸二王城，展开了数年激战。
时间推至1940年——
1940年秋，荥阳广武、汜水正处在抗战

前沿，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所属38军、96军进
驻荥阳、巩义一带，保陇海铁路畅通，防日军
南下西进。

38军原是杨虎城创建的部队，西安事变
后被缩编。在这支部队里，1923 年就有共
产党员活动，1927年建立党的组织，1939年

成立“中共 38军工作委员会”，38军主要将

领长期与共产党保持合作，曾被誉为统一战

线工作的典范。

1941年 9月，黄河北岸的日军乘坐橡皮

舟偷渡黄河，企图突破黄河防线，掩护主力

部队南下。抗日力量经过两个昼夜的奋力

反击，将日军逼退至霸王城以东，日军在霸

王城构筑工事盘踞顽抗，双方上演了多次的

对决，史称广武战役。

广武战役后，38军仍布防第一线，担负

封锁霸王城的任务。为防止日寇再骚扰，防

区军民统一合作构筑了纵深的、明暗结合

的、多层次的网状防御工事，阻止了日军反

扑和进攻。驻防的三年中，驻防官兵一方面

不时打击袭扰霸王城内之敌；另一方面，派

部队渡黄河至武陟、焦作、新乡一带奇袭日

军，伏击伪军，屡建奇功。

这种既坚守阵地又孤军奇袭的英勇精

神，使黄河南北之日军首尾难顾，激励着人

民群众抗战的决心。

——当地农民主动为 38 军探消息、送

情报，当向导，运粮弹，抬担架，护伤员，艰苦

英勇，前仆后继；

——爱国志士赵继三次夜闯敌营，杀敌

数人，最后一次进入日军据点，因重伤被捕，

英勇就义。

历经无数次激战，据守汉王城的抗日力

量用鲜血和生命夯筑起保卫黄河保卫郑州

的血肉长城，遏制了日军扩张的野心。

如今，那段抗战的历史已湮没于历史

深处，但它蕴含的精神力量却历久弥新，

如黄河浩荡奔涌的怒吼，响彻在黄河滨城

郑州——

听！这是一曲郑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唱响
抗日救国的黄河大合唱；

听！这是一曲郑州人民赓续撼天动地
的抗战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鸣奏的
中原崛起、郑州出彩的黄河大合唱。

铁骨铮铮 中原儿女卫我山河

原日本驻郑领事馆旧址原日本驻郑领事馆旧址

文明旅游

黄河岸边“文明游”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令晖 薛成花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