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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出台“十四五”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张浩）近日，巩义市政府办公

室 印 发《巩 义 市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实 施 方 案
（2021—2025年）》，确定了该市市民提高科学素质的总目标，
202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7.8%。

纲要提出，到2025年，巩义市科普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科
普活动覆盖面进一步拓展，科普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显著
增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7.8%。

纲要提出，“十四五”期间，巩义市重点实施“五大行动”：
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产业工人
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老年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领导干部和公
务员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以及“五大工程”（科技资源科普化工
程、科普信息化提升工程、科普基础设施工程、基层科普能力
提升工程、科普人才建设工程。

为确保 2021—2025年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目标的圆满完
成，巩义市将建立政府主导、科协牵头、部门协作的组织领导
体系和有效的工作体制机制，着力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
社会氛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标杆县（市）提供基础
支撑。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军
玲 文/图）近日，在荥阳市王村镇梁庄村
小杂粮生产车间内，生产工人正在分装
磨好的小麦粉和玉米糁（如图），这是王
村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项目的一个缩影。

梁庄村位于荥阳市王村镇中部，全
村 896 人，村民主要以粮食作物种植为
主。因村内常年经济基础薄弱，被定为
2021年软弱涣散村。

去年 10月，村“两委”在帮扶单位荥
阳市民政局和包村干部共同帮扶下，制
定发展集体经济计划书，联合郑州华卓
医院捐赠一台价值 10 万元的多功能电
动石磨，以注册成立荥阳市梁庄村菜园
生态农产品合作社的方式，投资建设农
产品深加工项目。村委投资建设了 90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厅，申请
注册了“梁园”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商标，
农产品深加工项目试运行以来，可日加
工玉米糁、小麦粉、小米、麦仁等小杂粮
2000斤左右，在为村集体增加经济收入
同时，还吸纳本村7名群众就业。

2021年以来，王村镇党委政府不断
强化党建引领，按照“立足优势、因地制
宜、量力而行、注重实效”的原则，从村级
经济基础、区位特点、资源条件等实际情
况出发，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径，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先

后 3次出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实施方案和专项规划，成立由
包村领导、包村干部、村“两委”人
员组成的工作专班，因地制宜，帮
助制定“一村一策”，绘出发展新
路径。经过不断探索，初步形成
了腾笼换鸟、整合资源、争取项
目、产业转型等多种发展模式。

截至目前，全镇村集体经济
收入 5 万元以下村全部清零，19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万元，2
个村集体经济收超过50万元。

下一步，王村镇将通过党建

引领，鼓励村党组织创办、能人领
办村集体经济实体，充分发挥党组
织在产业发展上的领导者、推动者
作用，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党支
部+电商”等模式，因地制宜、选准
项目、突出特色、抱团发展，建立村
集体与群众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实
现“支部有作为、党员起作用、集体
有收益、群众得实惠”，解决党建、
发展“两张皮”难题，真正使党组织
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坚强堡垒，更
好地组织农民跟着党组织走、跟着
市场走。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仿佛和时间“赛
跑”，2022 年元旦前夕，有一块颇具含金量
的奖牌花落位于金水区的国家知识产权创
意产业试点园区——荣获由全国中国工业
设计协会颁发的“十佳设计园区”桂冠。这
已经是这个现代产业的最前沿园区的“第N
个”高端奖项了。

筑基领航开新局。 翻阅创意园的前尘
后事，从 2011年起步，整整十年，走出了一
条“一花独放”的创意之路：2011年，国家知
识产权局批准建设全国唯一一家知识产权
创意产业试点园区。2013 年，金水区先期
投资5亿元建成运营了5万平方米的发展空
间。2019 年，郑州市政府批复创意园区发
展规划，规划面积9.6平方公里，形成了知识
产权服务、文化创意、工业设计、软件研发四
大主导产业。园区知识产权人用创新和创
意转动知识产权融合创意产业的神奇“魔
方”，且看大数据——

创意园区起步区企业从 13 家增长到

582家，营收从 420.46 万元增长到 24.32 亿
元；2021年，产业规划区集聚企业 9920家，
营收 135亿元，服务业增加值46.83亿元；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65件……书写出园区高
质量发展的绚丽篇章。

“智慧照亮世界，创新赢得未来，展现创
意经济活力，见证知识产权魅力”，28字的发
展理念，写在墙上，却印刻在每一天、每一
步、每件事：

——招大引强集优聚美，赋予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园区相继引进北京东鹏、河南
行知等众多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集聚了
百度百家号、今日头条等数字文创龙头和深
圳浪尖等知名工业设计企业；斩获中国设计
智造等 127项重大奖项。高质量发展的源
头活水持续奔涌。

——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构建了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全国唯一一家外观设计专
利全类别（32大类）预审授权——中国郑州
（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将外观

设计专利授权时间由原来的 3~6个月缩短
到 7个工作日，开辟了授权、确权、维权“绿
色通道”，累计预审 5020件，实现知识产权
保护与企业新产品研发上市同步；搭建了行
政执法、纠纷调解、司法审判、原创认证等知
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知识产权领
军人才、万人计划专家、郑州高层次人才高
智团队集聚；“金小二”+“知识产权服务官”
等政策体系，知识产权服务发展的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

——知识产权运营转化，点燃高质量发
展“新引擎”。河南省第一家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技术与创
新支持中心（TISC）对产业的支撑力和影响
力加速释放；河南省首支 3亿元重点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基金等 N个同业之首在这里诞
生成长走出去，从而构建了开放、多元、融
合、共生的知识产权金融生态体系，高效盘
活了知识产权运营转化，产业规模突破 10
亿元，强力释放了知识产权最大价值。

——突破物理空间瓶颈，增添了高质量
发展“新载体”。建设了“线上虚拟园区”集
群注册，“线上资源线下化，线上线下共享
化”；“一区多园”模式输出，开启“创新智城
品质金水”高光时刻，UFO.WORK优享园、

“城市空间”+“产业运营”+“IP转化”点亮北
部城区；园区品牌全面出彩，高质量发展路
子越走越宽。

——“双融合”引领产业升级，开辟了高
质量发展“新模式”。创意产业集聚区、知识
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双聚”工程，催生了知识
产权融合创意产业、创意产业融合重点产业
双融合的园区发展新模式。创意设计已服
务全国 20 多个省市，拉动社会产值百亿
元。“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
区”“中国设计产业 100 强十佳设计园区”

“全国专利系统先进集体”等国家级荣誉称
号纷至沓来。“双融合”模式促进了区域经
济转型升级，奏响了知识产权经济发展最
强音。

金水区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再获设计大奖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内核

清华博士研发软件
助力乡村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一早，登封市颍阳
镇王堂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杨振杰忙完检测物资分配发放后，
就坐在电脑前用自己研发的软件分析全镇各检测点数据。

“截至 11时，全镇已有 1.9万余人做了核酸采样，两人 48
小时内接种过新冠疫苗，不适宜核酸检测，我们给予了及时
提醒。”杨振杰指着电脑上的数据介绍，通过这个软件能清晰
了解到全镇的核酸采样信息。

2020年 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并
获工学博士学位的杨振杰，被选调到河南工作。同年10月被
派到登封市颍阳镇王堂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助理职务。

2021年 8月，颍阳镇全面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一天，
杨振杰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到卫生院了解疫苗接种情况，见到医
院多名工作人员正在梳理登记市大数据反馈的接种信息。“反
馈信息只显示接种人员属于哪个乡镇，不能精准到村到组，工
作人员反复核对登记，工作量繁重。”杨振杰心想，“何不研发一
个数据分析软件，快速精准识别接种人员信息？”

回到住处，杨振杰紧闭房门，经过 20多个小时的代码编
写、反复测试，数据分析软件终于研发成功。“这个软件不但
能应用于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数据分析，还能了解群众医
保交纳的相关信息。”杨振杰说。

近段时间，杨振杰又主动请缨，承担起颍阳镇防疫物资
调配和核酸检测样本转运工作，他的软件再次为全镇疫情防
控提供了助力。“尽管颍阳镇距离登封市区远，但得益于杨振
杰研发的数据分析软件，每次核酸采样的信息报送、采集样
本的输送都很靠前。”颍阳镇党委委员陈茂林说。

计算机科学和乡村基层治理都是系统工程，解决的都是
在一定条件下的优化问题。杨振杰说：“下一步，我将依托颍
阳镇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利用学业专长参与到美丽乡村
建设等更多基层实践中去。”

关爱空巢老人寒冬送来温暖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彦平）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腊月十八，中原区林山寨街道百花社区党委联合区域共建单位
郑州市红十字会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活动中，慰问高龄老
人、空巢老人，并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慰问品和新春祝福。

百花路 46号院刘阿姨已经 87岁高龄了，是独居老人，行
动不便，很少出门。慰问中，见到百花社区党委和郑州市红十
字会党组负责人时，刘阿姨连连道谢：“谢谢你们，谢谢党和政
府的关心。”老人高兴地讲起亲身感受到的变化：“现在政府的
政策好呀，通过今年暖气改造，家里要比之前暖和多了，核酸
检测时主动上门进行采样，对我们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方便多
了，平常社区也经常来看我。”

每走访一户，慰问人员都会与老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
们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及疫情期间生活需求等，并嘱咐他们
多注意身体。百花社区党委还把此次慰问作为了解需求的机
会，对居民反映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记录，建档造册，表示会竭
尽全力，为大家排忧解难。

寒冬送温暖，腊月送祝福。百花社区党委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关爱辖区弱势群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辖区
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大家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时娜娜）“您好，我们是济源路
街道东方社区党支部疫情防控‘三人小组’，麻烦您出示手机健
康码！近期家里有没有从外地返回人员？有的话一定要提前向
社区报备，感谢您的配合！”从健康问询、核酸检测，到配送生活
物资、宣传防疫政策，连日来，上街区济源路街道东方社区党支
部疫情防控“三人小组”步履不停，一直守护在群众身边。

为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健康，东方社
区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组建了 10个由社区工作人员、民警、片
医组成的“三人小组”，按照网格分包楼院进行逐户排查，主要排
查国内重点地区来（返）本辖区人员，及时核实大数据返回信息，
对重点对象进行严密管控，并及时跟进信息告知、健康教育、医
学随访、健康监测、跟踪服务等工作。

“随着学生放假、返乡人员增多，疫情防控形势会更加严峻，
我们的‘三人小组’每天都要逐户敲门排查，核实居民情况。他
们正在用责任和担当站好岗、守好位，筑牢居民健康防疫墙。”东
方社区党支部书记安璐说，社区工作人员也会一直保持 24小时
电话畅通，确保居民有需求时可随时打电话求助。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张文欠 周润晨 文/图)在春
年来临之际，郑东新区海马公园社区社会工作站联合辖区爱
心企业于 1月 19日上午开展春节防诈骗、防疫情宣传活动，
并为辖区居民送去春节祝福，发放爱心虎年口罩、春联以及
防诈骗和防疫情教育宣传手册。

活动中，社工及其志愿者向居民分发了防投资诈骗的宣
传手册，并提醒大家不要被不合理的高收益所诱惑，不要通
过转账集资的方式进行投资理财，也不要轻易回复不熟悉的
电话和短信，不要轻易相信中奖信息。与此同时，志愿者又
向居民分发了防疫情教育宣传手册、虎年口罩和春联，叮嘱
居民疫情期间出门要戴好口罩，少去人口密集的地方，切实
做好自身防疫保护，遏制疫情蔓延，健康安全过新年。

开展防诈防疫宣传
居民健康安全过好年

救助与奉献托起故里之爱
本报讯（记者 张立）前不久，新郑市民周修峰的造血干细

胞，挽救了一名陌生人的生命健康，这是新郑第 26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目前，新郑市2700多人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资
料库，成功捐献27例，位居全省县市前列。

近年来，新郑市以红十字工作“三救三献”济危助困，取得
一系列历史佳绩——无偿献血工作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
奖特别奖”，在全省县级市中尚属唯一；荣获近20项国家、省、
郑州市级荣誉称号；疫情防控和暴雨灾后重建中，红十字会第
一时间开展动员和募捐工作。

为推动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新郑市连续三年，动
员6.5万余人次无偿献血2200余万毫升。新郑市还与辖区高
校结合，每季度开展一次高校行三献知识普及讲座，并不定期
组织无偿献血活动。仅2019年就有1.4万大学生无偿献血达
447.39万毫升。日前，正在筹建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新郑献血
屋及应急救护培训中心。

新郑市红十字会连年与郑州市七院联合组织召开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推进会。目前实现人体器官捐献44例，救治重症
器官衰竭患者161人，数量位居全省县市前列。

鼓励奉献的同时，救助也在进行。去年暴雨灾情，新郑市
红十字会于 7月 21日确定捐赠物资中转仓库，发布接收捐赠
方式。为确保爱心款物及时高效转运一线，新郑市细化接收、
登记、上报、入库、发放等环节操作规范。

在民生救助领域，新郑市连续十年开展大病救助工作，已
形成了“结伴同行脱贫路”和“红十字爱在身边”品牌效应，为
2000多个大病患者家庭救助 700余万元；每年冬季开展“红
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受益群众600多人；开展“衣暖人心”
系列公益活动，将5000余件爱心衣物发往贫困地区；实施“小
天使”“天使阳光”项目，救助 13名白血病、21名先心病患儿，
发放救助资金 10.2万元；为环卫工人免费体检、捐助衣物，为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免费体检……

“新郑红十字志愿服务与文明城市创建同步推进，在三救
三献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分管红十字工作的新郑市宣传部
长璩鹏辉表示，今后将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继续践行用脚
步丈量工作法，紧密联系、温暖服务社会困难群体，塑造新郑
感恩包容、互助共进的城市精神。

“三人小组”细排查
筑牢居民防疫墙

不分昼夜排查数据
密织疫情防控大网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王莹）“您好，我是二七区樱桃
沟管委会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请问您近日去过高风险区
吗？我们这里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17日凌晨一点，灯火
通明的防控指挥部里，志愿者结合大数据对重点人员逐一电话核
实。大数据排查工作，不分昼夜，早一秒得到排查信息，就会早一
秒绘制出潜在人群的“可视化”行为路线图，这群隐没在电话里的

“防疫英雄”，真正让数据跑得更快，让防控更精准。
“重要地区要摸排，电话一天好几百，不被理解还被骂，说我

‘骗术’差。”电话排查专班志愿者高新航调侃似的编了段三句
半，道出了拨打流调电话时的无奈。疫情发生以来，樱桃沟管委
会 200名志愿者响应号召组成大数据排查专班，不分昼夜拨打
流调电话、反馈大数据信息，日均拨打电话1000余个。

午夜12点，排查专班志愿者刚打完下一批大数据电话并将
具体情况反馈给上级组织后，临时又接到2600多个排查电话任
务。时间紧，任务急，部分熟睡的人群不接电话给排查工作增加
了更大的难度，等全部打完已经是早上6点多了。顾不得休息，
拖着疲惫的身躯，他们又投入到了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中。
已经记不清通宵过多少个日夜了，接到多少次紧急任务了，好在
不负重托，及时完成。”大数据排查工作具体负责人用沙哑的嗓
音对记者说。

“每多录入一条信息，人民的安全与健康就多一份保障，我
们不放过任何一位疑似经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隐没在电话
里的排查志愿者，用实际行动与病毒“赛跑”，用最精准的数据、
最温雅的声音、最坚定的信念，科学防疫、数据分析，将潜在的疑
似人群分离出来，确保密接、次密接人群第一时间筛查出来。

一张张密密麻麻的表格，一通通行程追踪的电话，织成一张
张疫情防控的密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专班志愿者
在电话线上同时间赛跑，以最好的状态、最快的行动，为疫情防
控换取“加速度”。

有这样一群人舍弃小家的温
暖，护卫着大家的平安，成为抗击
疫情战斗的坚强防线。

在 1月 17日中牟县姚家镇全
民核酸检测现场，就有这样的“父
女兵”，他们并肩作战化身为“战
友”，身体力行为抗击疫情贡献自
己平凡的力量。

“作为大学生，也是村里的群
众，在抗疫面前，我们当代年轻人
有责任有义务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况且，像我们父亲这样的村干
部、政府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很
辛苦，平凡而伟大。我们要向他们
学习。”李梓桐、李诗颖姐妹俩在核
酸检测现场感慨地说。

李梓桐姐妹俩是姚家镇雍家村
村会计李刘记的女儿。姐妹俩在核
酸检测现场有条不紊地逐人记录、
核对、确认信息、疏导（如图）。

“看见她俩主动来当志愿者，
真的很欣尉，孩子们真是长大了，
这种锻炼，对她们的成长会有帮
助！”李刘记说。

“疫情面前，人人有责，看到大
家都在行动，我也不能落后，这是村
里需要我的时候。能和爸爸一起并
肩战斗我深感自豪。”姚家镇姚家村
村委委员张玉锋的女儿张慧敏看着
站在不远处的爸爸自豪地说。

这是榜样的力量，也是一种正

能量的传递，病毒无情人有情，在
这次战“疫”中他们用最朴实的行
动筑起防疫堡垒。

在抗“疫”一线，像这样的父女
为抗击疫情奋战在一线的还有很
多很多，他们正在用一份担当和责
任书写着历史。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荥阳市王村镇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朱曼洁 文/图）由
于疫情防控，社区内有些孤寡老人的“头等大事”
急需解决，郑州公交苏师傅党员服务队组织会理
发的车长，为社区内独居、孤寡老人以及行动不
方便居民提供上门理发服务。

昨日上午，苏师傅党员服务队根据金水区西
里路社区提供的名单，在工作人员带领下上门为
社区内独居、孤寡、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理发。

程波是郑州公交 S157 的一名车长，也是此
次活动的主剪人，理发现场，他戴好口罩，打开已
经消过毒的理发工具，然后一边亲切地和老人唠
家常，一边精心地为老人理发，发剪、推子轮番上
阵，不一会儿老人便容光焕发。“真喜欢，太好看
了。”社区王奶奶一边照镜子一边夸赞程波手艺
好，笑得合不拢嘴。

从早上8点开始，程波一直忙碌在小区内，为
该社区十几名老人解决“头等大事”。

上门服务解决“头等大事”

看到父母为疫情防控不辞辛劳

“小棉袄”穿上“红马甲”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周艳萍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