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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迈入数字治理一线城市行列

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点赞郑州90后小伙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地 文/图

我市道路综合改造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道
路综合整治，事关城市品质提升和群众幸
福指数。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就我市道路综合改造情况开
展专题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春阳、蔡红、
袁三军、王福松、孙黎、蒿铁群参加会议。
张春阳主持会议。

副市长史占勇，市发改委、财政局、城建

局、城管局、公安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等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应询、听取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就我市开展
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作整体情况、推进城
市道路综合改造工程牵头作用发挥情况、
规划设计情况、改造的主要内容、质量监
管安全施工情况、计划安排情况、资金保
障情况、改造前拆除违法建设情况、地上
地下各类管线迁建情况等问题提出询

问。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直面问题、
逐一作答。

会议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深化
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城市道路综合整
治工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主动担当
作为，着力在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程中取
得新突破，确保我市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
程如期高质量完成。要立足人大职能，全
力助推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实现新提

升，努力将人大的政治优势、民主集中制
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城市治
理效能，共建共享宜居宜业的美丽郑州。

史占勇表示，市政府将认真对照目标
任务，分类梳理、逐项整改，确保道路综合
改造成果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期待；督促各
区开展“回头看”，启动验收移交程序，确
保工程尽快实现全面专业管理养护，提高
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郑州造血干细胞
捐献数量创新高

突破18年来年度捐献人数最高纪录

数字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数字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城市大
脑”打造郑州样板。推进 14个部门、18个
领域的城市大脑一期、二期项目建设,探索
形成了“高位决策、高效落地，市区协同、一
体推进，两网融合、资源共享，机制创新、建
运并重”的城市大脑建设“郑州模式”。目
前城市大脑已建成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
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开发
系统 159个、接入 59个部门 210类数据，累
计归集数据 346.46 亿条，上线特色亮点应
用场景 118 个，成为全国首个全场景数字

化运营城市。2020 年 8月发布的《中国城
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中，郑州市数字治
理指数排名全国第七，进入数字治理一线
城市行列。

在全市“一张网”的基础上，开发上线“郑
好办”APP、政务服务网、办事大厅综窗、政务
服务综合业务一体机，推动实现“掌上办、网上
办、一窗办、就近办”。依托市政务服务网、“郑
好办”APP已上线“一件事”和公民个人高频事
项792项，其中郑好办已上线665项，178项实
现“刷脸办，零材料”。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郑州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如何？10月 28日，记者从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获悉，《关于郑州市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大会审议。《报告》提到，2020年郑州市数字经济总
量接近5000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1.4%；新增“接链”企业2837家，“上云企业”达到3.2万家。下一步，要把电子信息“一号”产业打
造成超6000亿规模的支柱产业，加快打造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建设。

去年郑州市数字经济总量近5000亿元

近年来，郑州市以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为统揽，全力打造中部地区的数字产
业化发展引领地,产业数字化发展示范
地，建设中部地区数字“第一城”。

按照省发改委和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联合发布的《河南省数字经济发
展报告(2021)》，2020年郑州市数字经
济总量接近 5000 亿元，占 GDP 比重
超过 41.4%。2020年全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比重 38.8%、提高 8.1 个百分点；
新增“接链”企业 2837家，“上云企业”

达到 3.2万家。
此外，总投资 846.7 亿元的 79 个

新基建重点项目开建，新华三智慧计
算终端全球总部基地、中国长城(郑州)
自主创新基地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鲲鹏生态软件小镇初具规模。5G 基
站实现市区、县城全覆盖。城市大脑
一、二期建成投用，智慧交通、智慧城
管、智慧医疗等 14个领域 118 个应用
场景上线运行，成为全国场景应用最
多的数字化运营城市。

加快打造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建设

当前，郑州数字经济呈现较好的发展
态势，下一步如何布局？报告明确，郑州
市将以提升数字生产力为目标，推进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速传统动能数字化转型，壮大新兴
业态，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支撑。把电子信
息“一号”产业打造成超 6000 亿规模的支
柱产业，加快打造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
启动区建设；每年推动实施 100 个智能化
改造项目，为全市 200 家规上工业企业提
供智能化改造入户诊断服务，今年年底，
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创新推广
中心并试运行，汇聚国内知名服务商 30
家；持续实施“万企上云链接”行动，实现

上云企业突破 4万家，接链企业突破 5000
家，持续降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费用
和门槛。

围绕 5G产业链关键环节，重点在基站
天线、光通信芯片、信息安全等领域培育一
批“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华锐光电、芯
证、合晶硅材料等新型显示和集成电路重点
项目建设，依托郑州规空港区、新郑电子信
息产业园等载体,引进、培育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企业。加快实施“5G+”示范工程，在无
人驾驶、健康医疗、工业互联网、超高清视频
等领域实施一批5G示范项目。谋划实施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共享开放、产业
集聚发展等重大工程，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发
展新生态。

构建立足郑州、服务全省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体系

我市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引领下,
依托大数据园区载体建设加快大数据
产业集聚发展，初步形成以郑东新区智
慧岛核心区、郑州高新区大数据产业园
区、航空港区国际智能终端大数据产业
园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载体，产业
特色不断凸显。

人工智能产业在高新区、金水区、
经开区、航空港区和郑东新区已初步形
成集聚发展态势，核心企业近 100家，
关联企业近千家，2020年人工智能产
业规模超过50亿元。人工智能技术已
迅速渗透到制造、交通、教育、农业、政
务、医疗、金融等各方面,形成了一批具
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典型应用场景。

全市网络安全产业规模不断增强，
2020年全市网络安全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 130 亿元，网络安全相关企业超过
100家。华为、阿里巴巴、新华三等知名
网络安全企业纷纷落户郑州。

产业数字化进程加速，推动实施
了 智 能 制 造 项 目 213 个 ，总 投 资 额
405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309 亿元；
积极开展“机器换人、生产换线”，示
范推广智能机器人 2684 台、数控机
床 1628 台；列入国家级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企业（项目）40 个，省级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企业（项目）261 个；初
步构建立足郑州、服务全省的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体系。

本报讯（记者 王红 文 丁友明 图）10 月 28 日，在河南省肿瘤医院，
22岁的大学生闫灿文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如图），为一位血液
病患者送去了生命的希望，成为郑州市第 348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至此，2021年郑州市累计捐献 33例，突破 18年来郑州市年度捐献人数
历史最高纪录。

闫灿文来自安阳学院，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刚刚22岁的他看上去高
瘦而腼腆，和普通人并无不同。但事实上，他却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据
介绍，自从他年满18周岁后，就开始了一年两次无偿献血，三年来已经献
血5次，是个不折不扣的“献血达人”。去年8月 10日，在一次无偿献血过
程中，闫灿文了解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就立刻申请加入。在他看来，这
也只不过是换种方式帮助别人，传递生命的希望。

2021年 7月，闫灿文接到红十字会电话，得知自己与一位白血病患
者初步配型成功，他毫不犹豫同意了捐献：“我入库不到一年就和这位
患者配型成功，说明我俩确实有缘。”这时闫灿文正在准备一个重要的
考试，但为了让患者早日摆脱病魔，他选择全力配合捐献准备工作。

在顺利完成高分辨配型、捐献前体检等流程后，闫灿文被定于 2021
年 10月 28日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完成捐献，成为郑州市第 348位、同时也
是本年度第33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0月 28日上午，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连接着血
细胞分离器的针管插入闫灿文胳膊，鲜红的血液缓缓抽出，经过机器的
分离，完成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其他血液成分通过另一个胳膊的针管回
输到体内。闫灿文说：“我的血液可以流淌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让他重
获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捐
献的队伍。”

记者从郑州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工作站了解到，闫灿文的捐献是
今年郑州市第 33例，这一数据已经突破 18年来郑州市年度捐献人数历
史最高纪录，未来一个月内，省会已有3例捐献排上日程。

“如果你在郑州没有收入，遇到困难，你可以来小
店，告诉本店人员，来份‘单人套餐’，直接拿走，不必客
气！只希望在你以后有能力的日子里，记得帮助一下
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老板屈志攀，是一个 90后小伙子，在红专路上开
这家香葱大饼店时，就把这段话摆在了价格表的旁
边，红底白字，十分显眼。

十几年前，在深圳打工的他，钱包被人调包，身无
分文。一位大哥给了他十几块钱，才回到住处。屈志
攀说：“有些事情虽小，但会让人记忆深刻，一辈子都忘
不了。”

28 日中午，在马路对面上班的李阳专门跑来买
饼。看到老板屈志攀，她说：“在抖音上看到你做的
这个事情，感觉挺好的，离得也近，就过来给你捧捧
场，加油！”

屈志攀在听到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公众号昨天都
报道了“单人套餐”之后，倍感惊讶。

网友是这样评论屈志攀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
以想为别人撑把伞”“冬日里的暖阳，爱的延续”……

“现在郑州那么多人做好事，我这就是件小事，让
这么多人知道，还挺不好意思的。”屈志攀说。

发挥高校示范引领
共创文明和谐城市

郑州师范学院 弓民

高校是省会文明城市创建的排头兵和生力军，利用高校
人才、专业和资源优势，发挥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共创共建文
明和谐城市是驻郑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是发挥理论优势，推进思想建设。充分发挥高校在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注重理论创新，形成一批有价
值、有分量的科研成果；组建理论宣讲团，面向基层单位和城
乡社区开展宣讲活动。

二是开放文化资源，提升城市品位。合理利用高校图书
馆、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阵地，免费面向市民开放，定期开展
读书月、科普周等活动；统筹高校文化艺术资源，编创高水准、
高质量的文化艺术作品，面向民众义演，提升市民艺术素养和
城市文化品位。

三是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弘扬时代新风。以文明交通、文
明餐桌、文明旅游、文明上网、文明服务、文明执教等系列活动
为载体，深入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文明礼仪教育活动。

四是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引领社会风尚。抓住社会热点，
立足城市需要，充分发挥高校青年志愿者队伍的热情和力量，
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五是利用智库平台，助推城市发展。以国家中心城市研
究院、郑州市协同创新创业中心等智库平台，聚焦郑州发展重
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为郑州市国际化“国家中心城市”的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全国盲人医疗按摩
人员考试明日开考
河南考区190名考生参加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昨日，记者从省残联了解
到，2021年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将于 10月 30日、31日举
行，河南考区考点设在位于郑州的省残联院内，考试由河南省盲人
医疗按摩人员考试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

据悉，此次考试我省共有190名盲人考生，考生人数居全国前
列。全国所有考区的考生将统一在两天内完成综合笔试及实践技
能操作两门科目的考试。其中综合笔试仍旧全员通过阳光读屏软
件使用计算机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内科、伤科、妇科、儿科等十个
科目。实践技能考试分为临床问答和实践操作两个环节，每名考
生单独进行。

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统一考试是一项专门针对盲人的国家
医学考试，其目的是评价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申请者是否具备在医
疗机构从事医疗按摩活动所必备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水平，考试实
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的方式，两门科目满分
各 100分，考试合格者将获得由中国残联统一颁发的盲人医疗按
摩人员执业资格证。

捡烟头能兑换礼品

“烟头银行”开门营业
本报讯（记者 张倩）郑州有家“银行”有点特殊，这里不存钱，

只收“烟头”。28日上午，在郑州公交苏师傅党员志愿服务队、金
水区红十字会和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经过一周的悉心准备
后，郑州“烟头银行”正式开门营业。

来到“烟头银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整齐摆放着各类物品
的架子，有矿泉水、口罩、消毒液等物品，“明码标价”，从 20 到
1000，不同物品对应不同烟头数量。一上午的时间不少市民将捡
到的烟头成功兑换成了礼品。

“昨天就听小区的邻居在讨论说有这个活动，我就开始在回家
路上、小区里、绿化带捡拾烟头。”家住奥园社区的郑先生拿着刚刚
兑换的消毒液笑着说，这个活动既能兑换礼品，又能美化生活环
境，很不错。

根据兑换规则，20 个烟头可以兑换一瓶矿泉水，40 个烟头
可以兑换纸巾，100 个烟头可以兑换儿童书籍，150 个烟头可以
兑换食用盐，200 个可以兑换方便面等，400 个烟头可以兑换消
毒液。根据积分不同，兑换相应的礼品。还有一个儿童书籍专
区，100积分可以换取儿童书籍，这个区域是专门针对孩子开设
的，3~12岁的孩子在家长陪同下捡烟头数量可以双倍计算，除了
兑换书籍还有一些文具用品等。其中一项特殊兑换是志愿服务时
长，例如志愿者可以帮助修理小家电、陪伴孤寡老人聊天、帮助特
殊家庭打扫卫生、上门理发等公益志愿服务项目。

据了解，此次活动持续20天，市民可在街头捡起丢弃的烟头，
到郑州公交省体育中心场站的“烟头银行”办理“存折”，可以一次
性兑换，也可采取“零存整取”的形式累积后兑换相应礼品。

文旅行业开展
防疫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曹杨）10月 27日下午，市文化市场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七大队联合航空港区教文卫体局等单位在郑州
园博园景区开展景区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活动。

据了解，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疫情防控要求，严防疫情输
入，守护广大市民健康，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要求各派
驻区执法大队切实履行文旅市场监管责任，积极展开人员聚集
场所的防疫应急演练工作。此次演练围绕一名员工以持健康码
红码人员身份在入口扫码，且体温达 37.5℃的突发情况展开。
在安保人员把信息迅速上报至园博园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后，该园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达指令：立即启动疫情防控
应急处置预案，安保人员对现场进行警戒封锁；现场工作人员将
疑似病例送至隔离观察区隔离，将现场游客隔离至南门临时隔
离帐篷内，员工隔离至南门隔离区，并立即通知防控办，拨打 120
等待处置；售票人员停止售票，游客服务中心做好解释工作，同
时组织现场开展消杀工作。在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下，整个演练
过程有条不紊、紧张有序。

该支队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应急演练，全面检验了景区疫情
防控的应急指挥和处置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景区应对疫情突发情
况的处置能力，为广大游客的健康安全构筑了坚实的防火墙。下
一步，全市文旅行业还将陆续展开防疫应急演练，切实保障疫情防
控落到实处。

身边正能量

文明创建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