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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八十六）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中原区孙庄村安置房孙庄南院已具备交付条件，为公
平、公正、公开、有序地做好安置房交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安置对象：孙庄村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协议
签订户。

二、回迁时间：2021年 9月15日至2021年 9月16日。
孙庄村民：第一轮选房2021年9月15日8:00开始；
第二轮选房2021年 9月16日8:00开始。
原须水学区房、金阁花园、富康花园业主 2021年 9月

16日15:00开始。
三、回迁地点：孙庄南院东大门5号楼商铺一层。
四、回迁资格：
选房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人为法定选房人。法

定选房人因事、因病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无法到场，可委
托他人代为办理，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及法定选房人的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书、《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件。

村民及非村民于交房日提前 3天，由包组村委领导在
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后，办理委托事宜。

五、交房时需携带的资料：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件、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份）、《已选房源确认单》（若有）、需缴费业主缴费凭证。
若委托办理需携带：包组村委领导签字确认的委托书

原件（2份）、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六、原须水学区房、金阁花园、富康花园业主需于2021

年9月13日—9月15日17：00前到孙庄北院物业中心一楼
缴纳完相关费用后方可参加选房。

七、本公告回迁之日即为安置房交付之日。
八、本次安置房分房过程在指挥部和办事处监督下公

平、公正、公开进行。特此公告，请相互转告。
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孙庄村民委员会

中原区孙庄村拆迁安置指挥部
2021年9月10日

中原区孙庄村安置房回迁公告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红）近日，福建省
部分地区因境外输入病例传播导致本地新
冠疫情反弹，为持续巩固我省来之不易的抗
疫成果，进一步防范疫情输入和反弹，昨
日，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紧急通知，提醒中
高风险地区来豫返豫人员主动报备行程，按
要求配合落实隔离医学观察、健康监测、核
酸检测等防控措施。

通知要求，请 2021 年 8 月 26 日以来
有福建省莆田市旅居史的来豫返豫人员，
以及发现自己健康码为红码、黄码人员，
需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单位、居住地社区
（村）或住宿宾馆进行报备，按要求配合落
实隔离医学观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
防控措施。

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广大群众要尽量

减少跨省市出行，不提倡聚集和聚会，特别
是避免大规模的聚集，遵守预约、限流等相

关规定。关注国内疫情和中高风险区的变
化，非必要不前往福建省莆田市和其他中高
风险地区。如必须前往，务必提前向所在社
区（村）、工作单位进行报备，并注意查询目
的地疫情进展及防控要求，自备充足的个人
防护用品和必要的消毒用品，全程做好防
护，准确记录个人活动轨迹。拟从福建省莆
田市来豫人员，要提前了解来豫的条件和要
求，并提前向目的社区（村）、工作单位进行
报备，途中严格做好个人防护，抵豫后主动
向所在社区报备并配合当地采取的相关防
控措施。

疾控部门提醒全省居民，要做好健康
监测。请时刻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腹泻、乏力、嗅
觉味觉减退、鼻塞、咽痛等症状，要佩戴一
次性医用口罩或更高级别口罩，立即前往
就近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
外出就医过程请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
诊时如实报告是否有福建等疫区相关的旅

居史和接触史。
针对当前疫情的复杂形势，居民应继续

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在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时注意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在日
常生活中养成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少聚
餐、一米线、分餐制、使用公勺公筷，咳嗽、打
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不随地吐痰，进
出公共场所时积极配合体温测量、查验健康
码（行程码）、戴口罩、手消毒等卫生习惯和
生活方式。

提前掌握师生返校前健康状况
近日，包括省会郑州在内，我省多地已

陆续公布秋季开学返校计划。新形势下，各
级各类学校要落实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提
前掌握师生员工返校前 14天的健康状况和
行程信息。有学生的家庭应做好家人及学
生的健康监测，配合学校完成每日健康监
测，做好学生外出防护，开学前避免跨地区

流动。近期有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区归来
人员的家庭，应做好居家隔离，避免与家庭
中学生接触。

建议尽早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通知要求，各地要做好重点场所防控。

地铁、出租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酒
店、餐饮店、图书馆、商超、农贸市场、景区景
点等公共场所，影剧院、酒吧、网吧等娱乐场
所要严格落实测温扫码（健康码、疫苗接种
码）、戴口罩、定期消毒通风等常态化防控措
施；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区域要
坚持“一米线”，并安排专人进行引导分流，
督促进入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接待人数不超
过最大承载量。

此外，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
炎最安全、最有效的手段，尤其对减少重症
和死亡效果明显。请符合接种条件的群众，
尽早主动完成疫苗全程接种，早日建立全民
免疫屏障。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发放助学金逾13万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张志君）11日，

由团市委、市希望办与河南华磊糖酒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1郑州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华磊助学金”发放仪式在中牟
举行。

活动现场，33 名学生每人领取 4000 元助学金，解决了
“从家门到校门”的困难。

希望工程是一项青春、阳光的事业。下一步，团市委、市
希望办公益项目定位将由“救助困难家庭青少年有学上”向

“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转变，为青少年提供有温度
的经济支持、学习场景、发展机会等方面的资助，努力使每一
名受助者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公益火种的
传递者、希望工程品牌的传播者。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倡导，把涉及
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成为我们
时代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这个公约数，有着 90 多年社会主义探索实践
的结论。开天辟地，上海石库门点燃信仰的燎原火
种；惊天动地，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
军”书写意志的豪迈史诗；艰苦奋斗，延安新风尚
刻画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解放思想，改革新征程
书写当代中国的不朽传奇……看不到这样的追求
和探索、苦难与辉煌，就无法理解萌芽于德国的共
产主义思想种子，为何会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生根发
芽，茁壮成长。

恰似百川归海，一个时代的精神中，有着昨
天的思考、今天的探求和明天的希冀。人类文明
史上，可能再没有哪个国家像近代的中国一样，
经历如此巨大的心灵冲击与精神变革；也再没有
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在不断的挫折和磨砺
中，锻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图景。在迈
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一个答案日渐清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定了我们国家与民族的
未来航向。

荥阳聚力“扛、立、强”十面发力谋发展

“郑西新城”正崛起
（上接一版）九是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在治理效能上
实现更大提升，保障城市运营安全；十是更加重视防
灾减灾，在灾后重建工作上实现更高品质，完善自然
灾害防御体系。

未来五年，荥阳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各
领域各方面，以党的建设高质量引领社会发展高质
量。不断提升政治执行力。提高忠诚于党的向心
力，提高务实勤勉的担当力，提高坚韧顽强的斗争
力；提升工作影响力。提高理论创新力，提高资源整
合力，提高社会号召力；提升组织凝聚力。提高思想
感召引领力，提高基层党组织动员力，提高干部队伍
战斗力；强化正风肃纪威慑力。发挥群众监督力，强
化制度约束力，加大惩戒震慑力。

奋斗号角已吹响！荥阳市将以党代会召开为新
起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加快推
进郑州西部新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地朝着“两区
一家园”宏伟目标加速迈进，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实
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时代答卷。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张立 通讯员
程倩）金秋九月，新郑枣乡已是大红
枣儿挂枝头，迎风含笑喜迎八方客
……昨日，以“丰收中原 老家河南”
为主题的 2021中华枣乡风情游暨第
十九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开游式在
新郑举行（如图）。

昨日上午，在位于新郑市薛店镇
的好想你工业园，一曲《大红枣儿甜
又香》歌舞拉开本届红枣文化节的序
幕。经过多年成功举办，中华枣乡风
情游活动已被打造成集观赏性、娱乐
性、参与性、知识性为一体的大型文

化旅游盛事，成为郑州乃至河南一张
靓丽的旅游名片。今年中华枣乡风
情游活动开幕式采用“线上+线下”共
同启动，网络平台同步全程直播的形
式全景呈现。主持人邀请影视剧中
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刘劲围绕影视
剧中“延安枣园”拍摄故事进行访谈；
孩子们为大家朗诵枣文化主题诗歌
《红枣文化的传承感和生命力》；骏枣
国家标准对外发布；“新时代红色枣
园”非公企业党建馆正式开馆……整
个开游式生动展现丰富多彩的红枣
文化，让现场观众和网友沉浸在丰收

的喜悦中。
活动当天，好想你工业园区、好

想你红枣小镇及好想你金鹭鸵鸟园
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情况下，迎
来八方游客。 据悉，为期一个月的
中华枣乡风情游活动将陪伴游客度
过一个快乐的“十一”黄金周。这个
红枣节，浓郁的枣乡风情吸引众多市
民走进大自然，感受红枣文化，体验
春华秋实。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支
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新郑市政
府主办。

郑州复商兴市
按下快进键

（上接一版）监督落实规范佩戴口罩、测温、扫码登记
等防控措施；二是强化市场经营安全意识，组织市场
全部从业人员注射新冠疫苗；三是积极与社区对接
开展“双报到”，协助社区做好防疫消杀，疫情防控政
策宣传、核酸检测工作及“四送一助力”活动。

全力打通市场运输堵点。为解决市场物资运输
难问题，全面梳理全市各市场运输渠道及保供需求，
共办理 1194 辆农产品物资运输车辆办理通行证。
同时积极对接农产品货源储备，与长垣、封丘、新乡、
鹤壁、菏泽等 30余家生产加工基地建立保供关系，
建立健全农产品三级储备体系，切实保障农产品物
资“大循环、内循环、微循环”畅通。

截至目前，全市138家农贸市场全部正常营业，
159家商贸市场已复工158家，复工率达99%。

秋枣今又红 枣乡赏风情

昨日，游客枣乡赏风情 郑报全媒体记者 白韬 摄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曹婷 李爱
琴）琳琅满目的月饼、中秋限定福袋……
临近中秋传统佳节，记者昨日走访郑州
多家商超发现，随着消费需求多元化，今
年各种口味的月饼应有尽有，商家还创
新了节日福袋等，迎来众多前来选购的
市民，消费市场日渐升温。

目前商超已将月饼摆放在明显位置。
记者在丹尼斯六天地的负一层超市看到，传
统的五仁月饼，网红奶黄流心月饼、蛋黄月
饼，以及小清新的红豆、绿豆和火腿等各式

各样的月饼应有尽有。“还是买传统口味的
多，部分年轻人青睐新出的月饼口味。”一名
销售人员介绍。

如同甜咸粽子一样，赋予节日意义的食
品——月饼也进入了多元化、个性化阶段，
尤其注重消费者的个性化，满足不同的多元
化需求。市民张女士说，今年她在网上定了
一份国潮月饼，有莲蓉馅做成的柿子造型

“莲生好柿”，寓意“连生好事”，花生馅做成
花生造型“好事花生”，寓意“好事发生”等，
既好看又有文化寓意，又在超市散称了几个

老式月饼，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拥有自己
的中秋味道。

由 于 中 秋 期 间 人 口 流 动 性 大、食 品
消费需求旺盛，节假日期间不少商家将
延长营业时间。位于金水区太康路与二
七路附近的夜猫集市、郑东新区商务内
环路的湖畔集市等夜经济也将持续。记
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9 月 6 日起，
市市场监管局督导组已深入食品批发市
场、生产企业、餐饮酒店，现场督导检查
食品安全工作。

该局表示，临近中秋佳节，近日全市市
场监管部门将突出大宗消费、高风险食品
品种，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要求各食品经营单位要认真落实主体责
任，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食品
生产经营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管理行为自
查，消除各类食品安全隐患，杜绝不合格产
品、“三无”产品流入市场、流向餐桌。同时
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大违法行为打击
力度。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
打 12315投诉举报。

中秋消费市场日渐升温
督导组一线检查保障“舌尖安全”

预防出生缺陷日专家科普：

守好“三道防线”
阻断出生缺陷

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是爱的延续、新的希望。然而出生
缺陷，却是每一位准父母的梦魇。我国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
缺陷儿出生，该如何有效预防出生缺陷？昨日，在第17个“中
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学遗传研究所主任医
师廖世秀为准父母提出建议：出生缺陷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做
好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把好孕前、产前和新生儿筛查这三
关，可最大限度防治出生缺陷。

“出生缺陷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做好出生缺陷‘三级预
防’，把好孕前、产前和新生儿筛查这三关，可最大限度防治出
生缺陷。”廖世秀表示，目前，出生缺陷的预防措施分为三级。
一级预防主要是指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在孕前及孕早期阶
段进行综合干预。主要包括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孕前高风险因素评估、遗传咨询等，消除诱发因素，避免出
生缺陷的发生。二级预防指采用医学手段，在孕期进行产前
筛查和产前诊断，从而发现胎儿是否存在出生缺陷，避免严重
出生缺陷儿出生。三级预防指对出生后的新生儿进行相关疾
病筛查，及早发现和治疗出生缺陷儿，最大限度地减轻出生缺
陷的危害，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重视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
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率，让每一个家庭获得一
份健康保障，帮助每一个孩子茁壮成长。

出生缺陷病种多，病因复杂，并不是所有先天缺陷都可以
预防，但孕前和孕期良好的健康管理却可以大大提高生出健
康宝宝的概率。对此，廖世秀建议，遗传、环境、父母年龄等多
种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生缺陷，因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要做好孕前、孕期筛查与产前诊断，尤其是有遗传史、曾孕育
或生育过畸形儿等高危家庭如要再次生育，一定要做相关的
基因检测和健康咨询，建议直接做产前诊断，精准检测排查。
如果不幸发现孩子出现问题，要进一步做医学检测，分析查明
诱因，避免再次受孕出现畸形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为降低出生人口缺陷率，河南省将免费产前
筛查和免费产前诊断作为民生实事重点推进。今年，河南省
免费产前诊断人群范围和项目内容都有所增加，这一民生项
目将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孕妈妈。

本报记者 汪辉王红

省疾控中心紧急提醒

中高风险地区来豫返豫人员须主动报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