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环快速路如同一条“金腰带”，将
城市各区域串珠成链。在郑州人的心目
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更是称其为

“金三环”。
从诞生至今，“便捷”“通畅”是三环

快速路独特的标签，以至于让人忽略了
它的模样。如今，越来越多人发现，三
环不仅快捷通达，更是不经意间悄然梳
妆，以全新的俏丽身姿迎接往来市民。

孟夏时节，万物并秀。驱车沿着西
三环一路行至工人路段，沿途映入眼帘
盈盈绿意连绵不绝，高低错落的行道
树、点缀其中的各色花丛，以及高低起
伏的造型绿坪，都将这条路装扮成了生
机勃勃的玉带。

行至工人路，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里是一个绿地葱茏的游园，地形开
阔，游园内造型松和常绿植物为主，配
以小灌木、草坪和造型别致的休闲椅。
附近居民结伴来这里，在亭亭如盖的灌
木下，弄孙为乐，闲聊家常，周围鸟儿啁
啾，微风轻拂，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画卷。

据介绍，郑州市“一环十横十纵”示
范街道整治提质工程——三环（工人路
—北三环），全长 13.22 公里，其中三环
（工人路—金水河）位于二七区，长度约
0.98公里。改造内容有市政道路、景观
绿化、建筑立面三大部分，本段属于“一
环十横十纵”改造项目中的二期工程。
二七区围绕望江居小区、双河居小区、
工人南路小学，结合不同道路断面特点
和现实条件，精雕细琢、匠心勾勒，塑造
了一批富有特色的小节点、微景观，扮
靓城市绿化。

这条“微景观带”作为道路综合改造
二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21年初
开始施工，3月份建成开放。道路一步步
发生的变化，让在这里工作的环卫工人
荆阿姨颇有感触：“之前没有这么多绿

植，也没有地方歇脚，你看现在，有树荫、
有座椅，还有红色步道，又好看、又便
利！”如荆阿姨所说，曾经黄土裸露、杂草
丛生的边角空地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环境
优美的生态长廊，曾经歇脚找不到地儿
的闲置空地如今设立座椅成了休息区。

这些转变，让附近居民实现了推窗
见绿、出门赏景。“作为一个跑步爱好
者，平日苦于没有地方跑，现在家门口
就有整齐步道，景观带美观、空气又好，
每天都能跑个酣畅淋漓。”附近年轻居
民小高说。

“西侧道路内绿化总体情况较好，
主要进行梳理修剪为主，结合西三环

‘大生态微改造’的整体设计理念，选取
南侧地理位置较好、种植较粗放、缺少
休憩空间的节点进行改造，来贯通公共
设施与绿廊。”设计人员侯林介绍，在设
计改造上，景观节点的位置与现状公交
站点市政道路相结合的小型口袋公园，

将市政功能向绿廊内延展，营造出生态
化的交通节点。

景观提质改造以“大生态 微改造
增亮点”设计理念，以“环状绿道”和“生
态节点”为设计策略，结合周边人居环
境，打造重要节点。在保留现状植被的
基础上设计实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
的景观效果。同时，将公交站点与绿道
功能缝合、完善配套节点设施为原则，
打造高水准绿道串联的郑州环状生态
公园。

绿道与川流不息的西三环仅有数
步之遥，景观带内却静谧异常，居民在
这里跳广场舞、散步健身，丝毫不受干
扰。信步往前，时不时出现的石榴花、
竹林、休闲凳，又有了些“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的意境。

美丽郑州，靓丽三环。如今的三环
快速路，俨然已是一道城市风景线，装
扮着我们热爱的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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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西三环 穿梭景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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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人才招聘月首场供岗近1.5万个
参会企业达370余家

“智慧工地”亮相
郑州地铁7号线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赵亚龙）昨日，一场以“百
年芳华铸辉煌，出彩河南建新功”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在
中国中铁七局郑州地铁 7号线龙门路站施工现场举行。
活动现场，记者发现了地铁 7号线龙门路站施工现场的

“不同之处”。
刷脸进出大门、红外线语音提示、自动喷淋装置降

尘……郑州地铁7号线龙门路站施工现场“智慧工地”的
出现，通过大数据、智能化、物联网等集成应用与施工现
场深度融合，让工地长出了“眼睛”“鼻子”“耳朵”，看得到
违章、闻得到粉尘、听得到噪音，原本“硬板”的工地变得

“聪明”起来。
走进龙门路站的智能指挥中心，记者看到这里共分

为四大区域：沙盘、盾构模型区、智慧工地指挥中心、三检
制（模型）、VR体验区。据工作人员介绍，该中心核心是
数字化平台，它能够实时、动态采集现场人员、车辆和机
械资源出入，与现场管理和技术资源集成，形成工地管理
大数据系统，现场摄像头植入AI算法，对未穿反光衣、未
佩戴安全帽的违规人员进行抓拍，并通过广播音柱进行
实时智能提醒，现场门禁系统、“工地宝”以及“智能安全
帽”的组合应用，可准确定位现场人员的进出场时间及移
动轨迹，展示施工现场不同时间段的作业人员数量、累计
人数等。智慧化工地管理系统的运用，显著提高了工地
现场施工管理的协同化、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为工程建
设管理及技术变革指引新方向。

记者了解到，地铁 7号线全长约 26.81公里，共有 20
个站，目前全线区间和车站主体共计完成 23%的工程
量。中铁七局参建的郑州地铁7号线全长8.552公里，共
计3个站，目前完成两公里，3个车站正在施工，车站已完
成51%的工程量。

113家省直党政
机关实现无烟化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通讯员

郑良子）今年 5月 31日是第 34个世界无烟日。
昨日，河南省举办第34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
活动，旨在深入贯彻《河南省爱国卫生条例》，积
极推进健康中原行动控烟专项行动，广泛宣传
吸烟、二手烟、电子烟危害，动员全社会做自己
健康第一责任人，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共建
共享无烟环境。记者从现场获悉，目前，我省已
实现省直党政机关无烟化。

活动现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20
家单位被授予无烟党政机关示范单位和无烟
医疗机构示范单位；来自河南警察学院的赵俊
杰等 21名合格戒烟者成为河南省首届省直机
关单位干部职工戒烟大赛获奖者。现场还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控烟宣传活动，发布了河南控
烟APP等。

近年来，河南省大力推进健康中原行动控
烟专项行动，持续加大控烟宣传教育，加快无烟
环境建设，在党政机关、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控
烟引领作用下，全省无烟党政机关建成率超过
50%，其中 113家省直党政机关全部建成无烟
党政机关，20家省直单位建成无烟示范单位。

（上接一版）“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
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作为全国重要
的粮食主产区，实现粮食生产稳定，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是河南时刻铭记、牢牢扛稳的
重任。

长期以来，农业“大而不强”“粮仓不
优”一直是河南省夏粮生产的短板。近年
来，河南不断优化粮食生产结构，优质专用
小麦种植面积由 2016 年的 600 万亩发展
到 1350 万亩，小麦种植结构从“高产”向

“优质”转变，不仅解决了全省近 1 亿常住
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年还调出 600 亿斤粮
食及其制成品。

在河南省新蔡县麦佳食品有限公司，小
麦精深加工成 20多种专用面粉，后续产出
馒头、面条、速冻水饺、烧卖等 80多个品种
的食品，其中馒头根据花色、口感等的不同
就有 10多个品种，成品通过冷链运输进入
省内外60多家零售企业进行销售。

“我们企业就建在县城边的农田旁，临
近小麦主产区，上游与农民合作发展了万亩
优质小麦基地，下游凭借企业的加工和零售
业务，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粮头食
尾’让消费端与生产端紧密对接。”麦佳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良说。

挺起工业“新脊梁”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盾构机、起重机、矿机世界领先，光电子
芯片、人工钻石、客车销量全球第一……以
农闻名的河南，工业总量多年位居全国前
列。

在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装配

车间里，工人有序忙碌着，通过加工机床、装
配平台等加紧赶制矿用半自磨机。前身为
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中信重工，不仅保持了原
有的矿山机械制造的领先地位，还在工业
CT、特种机器人等高新技术领域崭露头角。

“公司近些年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还牵头组建了农机领域的国家农机装备创
新中心。”中国一拖技术相关负责人王东青
介绍，中国一拖先后参与研发出了国内首台
无人驾驶拖拉机、首台 5G＋氢燃料无人电
动拖拉机等产品，无人拖拉机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实际作业精度保持在厘米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把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
型、主导产业扩容提质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装备制造、食品制造正在跃向万亿级产业，人
工智能、数字经济带来新活力，产业结构实现
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如今，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引领
作用不断增强，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
心、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获批建设，国家
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建成投用，盾构、新能源
客车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持续领先。

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的契机，河南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
新动能，已形成装备制造、食品制造、新型材
料制造、电子制造、汽车制造五大主导产业，
成长出以洛阳动力谷、中原电器谷为代表的
19个千亿级制造业产业集群。

打造“四条丝绸之路”
开放形象夺目而出

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地

处内陆腹地的河南，正全面提升空中、陆
上、网上、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发展水平，打
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战略链接。

——郑州航空港区成为空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郑州机场去年货邮吞吐量 64 万

吨，增速领先全国大型机场。今年一季度，

全省进出口增长 79.3％。如今，郑州机场航

空网络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航班密集度能

满足生鲜商品的时效需求。郑州机场还推

行 7×24小时的便捷通关，只要货物一到，

海关可随时检验放行。

——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成为内陆地区

功能性口岸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一季度

中欧班列（郑州）开行 349 班，同比增长

122％，集疏网络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个城市，境内外合作伙伴超 6000

家。法国葡萄酒、意大利橄榄油、俄罗斯果

汁……每天来郑欧商品展示体验中心购买

商品的顾客络绎不绝。

——自 2016 年国务院同意设立郑州

跨境电商综试区以来，河南跨境电子商务

发展迅猛，2016 年至 2020 年 5 年间，全省

累计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6408.8 亿元，年

均增长 35.3％，跨境电商规模、应用水平、

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水平均领先中西部

其他地区。

——复兴内河航运，实现通江达海，推

动河南无缝衔接“海上丝绸之路”。目前，河

南正实施千亿水运复兴工程，计划投资

1790亿元新增港口吞吐能力 1.4亿吨，已经

复航周口港、漯河港等港口。

据新华社郑州5月29日电

河南：扛稳农业“粮袋子”挺起工业“新脊梁”
（上接一版）“目前黄河国家博物

馆、殷墟遗址博物馆等重点工程建设
正在有序进行。”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
凯表示，随着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
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9 月在郑州举
办，各博物馆、企业、文博机构将在展
览、科技、学术方面密切合作，进一步
提升陈展水平。

华夏五千载，黄河万古流。
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原

地区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
达3000多年，其中分布于黄河沿线的
郑州、开封、洛阳三座古都，集中承载
和见证了璀璨辉煌的黄河文化。

如何打造这一天然的“历史博物
馆”？郑汴洛三市联动，以生态为基，
推动沿黄生态修复，实施上下游、左右
岸共治。截至今年 3月，全长 710 公
里的黄河河南段，沿黄生态廊道已贯
通330公里，完成绿化造林7.04万亩、
矿山生态修复7.3万亩。

郑州市市长侯红表示，郑州正在
提标全域旅游工程，把全域 3500 多
处文旅资源串珠成线，构建起“环嵩
山文化旅游带、环黄河文化旅游带、
中心城区板块”的“两带一心”格局。

文化力量，是最深沉、最持久、
最强大的力量。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厅长姜继鼎表示，河南正在加快
建设以黄河为主体的国家文化公园
体系，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探寻中华
文明、触摸华夏历史、感悟黄河文
化的公共开放空间。

河南省委主要领导表示，“一部河
南史，半部中国史”。站在承载着无数
辉煌的中原沃土，要把丰厚的文化优
势充分发挥出来，把宝贵的精神财富
持续弘扬起来，用无数涓滴汇成千顷
澄碧，奏响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据新华社郑州5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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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专题调研
民族宗教工作

（上接一版）引导各民族群众和宗教人士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构建积极健康的宗
教关系；要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政协委员开拓进取，扎实工
作，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发挥宗教
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推进政协民族宗教工
作健康发展。

打好反电信诈骗“组合拳”
守护好人民群众“钱袋子”
（上接一版）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周富强

要求，有关部门要迅速传达学习省、市会议精神，突出问
题导向，强化法治思维，开展全链条治理，打好反电信诈
骗“组合拳”，以更强力度、更实举措，全力推进打击治理
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认真主动研究、深入谋划各自工
作任务，进一步细化方案、明确重点、排定节点、抓好落
实，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先，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发生。要聚焦长效机制建设，坚
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建立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及时
约谈、督导和曝光涉诈问题突出的企业，严肃查处违法违
规企业，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纳入平安建
设重要内容，营造诚实守信、勤劳致富的良好风气，努力
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全力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守护好人民群众“钱袋子”。

招才引智产业
人才招聘月启动

（上接一版）国有企业人才招聘和小微企业人才
招聘等5项招聘活动。昨日举行的中原科技城
人才引进专场是招聘月首场活动。

吕挺琳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郑州市委市
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进郑州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之举，深入贯彻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把建设中原科技城作为市委一号工程，并在

“1125聚才计划”“智汇郑州”人才工程基础上，
推出含金量高的 3.0 版人才新政——“郑州人
才计划”，形成了“1+N”人才政策体系，着力把
郑州打造成为一流人才的汇聚之地、培养之地
和事业发展之地、价值实现之地。他希望，有关
部门高质量办好本次活动，针对郑州重点行业、
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用人需求，采取线上
常态招聘，线下集中时间、集中地点招聘的方
式，延揽一批优秀人才，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
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5月
29日，郑州市2021招才引智产业人才招聘月
启动仪式暨中原科技城人才引进专场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据了解，河南省第四届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开幕式将于今年 10月 23日举行。作
为全省一年一度的人才工作盛会，按照大会
部署要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以中原科
技城建设为引领，高标准制定了郑州市总体
方案，精心谋划了“1+4+N”专项活动。这次
举办产业招聘月活动既是专项活动内容之
一，也是“双百聚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贯彻落实全市高质量发展制造业、高水平
扩大对外开放两个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

措，目的是以产业人才集聚助推我市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着力构建产业、人才、创新、金
融、服务“五链融合”创新生态。

中 原 科 技 城 人 才 引 进 专 场 是 郑 州 市
2021招才引智产业人才招聘月首场活动，由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郑州中
原科技城管理委员会承办。本次活动采取线
下招聘和线上云招聘方式同步举行，线上云
招聘通过搭建云招聘平台采用视频直播带岗
等形式为用人单位和求职人才提供职位发
布、简历收集、视频面试等不见面服务；线下
招聘打破传统双选会布展局限，特别设置了
人才交流区、科技成果展区、政策咨询区、签
约洽谈区、直播区、采访区等七大功能区位，

为现场企业与求职者提供一站式人力资源专
业服务。

据初步统计，本次活动参会企业达 370
余家，提供招聘职位 2415 个，岗位数 14986
个，涵盖人工智能、5G 通信、生物医药、信
息安全、教育培训等多个行业，涉及软件开
发工程师、生物研究员、java 工程师、AI 算
法工程师等专业。活动当天，线下参会求
职 3762 人，在线招聘平台总访问量达 18.6
万人次，直播带岗在线观看人数共计 5832
人次，线上线下共计达成初步意向 2089人，
其 中 博 士 27 人 、硕 士 268 人 、本 科 1463
人。包括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大数据研
究院、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黄河

科技集团、启迪科技服务（河南）有限公司
等知名企业在内的 110 余家创新型企业招
引创新人才 526人。

中原科技城人才引进专场活动成功举
办拉开了郑州市 2021 招才引智产业人才招
聘月的序幕。据悉，接下来将在 6 月 11 日
举办国有企业人才招聘专场、6 月 18 日举
办制造业人才招聘专场、6 月 22 日举办小
微企业人才招聘专场、6 月 25 日举办战略
新兴产业人才招聘专场等线下招聘活动。
线上云招聘活动同步开展，面向北京、上
海、西安、广州、重庆、哈尔滨等地举办线上
专场招聘会，多渠道延揽高层次、创新型、
引领型人才。

从落后世界百年，到产
销量全球第一，我国盾构机
发展速度惊人，下一步正朝
着由大到强的目标迈进。盾
构技术谱新章，隧道深处咖
啡香。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
快速进步，大国重器不再一
味“秀肌肉”，而是开始走向
定制化、低碳化、智能化的发
展方向，这将为产业发展带
来更大想象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观察】

（上接一版）“ 盾 构 机 受 制 于
人，严重影响我国基建效率。”中
铁 工 程 装 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设 计
研究总院党委书记李光说，我国
在 2008 年研发制造出第一台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复合式土压
平衡盾构机——中国中铁 1 号，
突破国外核心技术封锁。

次年，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在郑州建立起国内最大盾构研
发制造基地。

从国内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
到世界超大断面矩形盾构机，再到
世界首台马蹄形盾构机……中铁工
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刷新世界
盾构领域纪录。

2012年，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台盾构机走出国门，成
功应用于马来西亚。目前，该公司
的产品已覆盖法国、意大利等25个
国家和地区，产销量连续 4年世界
第一。

“通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盾
构机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未
来还要争取引领发展。”中国工程院
院士杨华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