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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周报”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连日
来，郑东新区各基层单位深化、实化、细化疫情
防控各项防控举措，持续推进重点人员核酸检
测、疫苗接种，筑牢基层社区、交通卡口、电子
围栏“三道防线”，全力以赴统筹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办事处健
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根据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充分发挥“三人小组”作用，
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区域排查管
控，将疫情防控钉牢在社区小网格，督促 60
岁以上老人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做到应检尽
检、应种尽种，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与
此同时，健全防控管理体系，各社区、各部门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行业必须管疫情防控”的要求，督促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切实做好人
员排查、信息上报等工作，做到精准防控、动态
清零。

博学路办事处全员上阵、严把关口，多措
并举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防线。办事处充分
发挥疫情防控“三人小组”、群防群控机制作

用，严格各卡口管理，落实“双码”测温措施，各
科室人员下沉社区，二十四小时轮班值守，进
一步加大社会防控力度。紧盯商场、建筑工
地、高校等重点场所和电影院、超市、农贸市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严格要求，降低场所内聚集
性疫情风险。此外，办事处坚持各级督导和自
查相结合，定期不定期开展回头看，紧盯问题
立即整改，每日通报，严肃问责，对于问题台
账，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整改时限，督促迅
速整改，坚决杜绝问题反弹。

为确保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龙源路办事处负责人到居然之家北龙湖店、龙
文嘉苑社区等地，督导测温、扫“双码”、佩戴口
罩等措施执行情况。同时，办事处对辖区所有
门店逐一排查，进行登记，为商户发放宣传资
料，张贴温馨提示，门口设置一米线。办事处
要求门店必须备好体温枪、消毒剂、洗手液等
防护用品，重点提醒店员必须要求进店人员佩
戴口罩，出示健康码、进行进出人员的体温检
测、登记。

圃田乡机关干部以网格为单位开展拉网
式排查，重点对各网格公共场所、商铺扫码测
温情况、外来人员登记、防疫消杀进行全面检
查，同时要求各商户加强自身健康监测、防疫
物资储备和通风等；市场监管组深入辖区超

市、熟食店、餐饮店等重点场所，督导检查疫情
防控及食品安全工作；卫生防治组对辖区诊
所进行全面细致检查，重点检查消毒隔离等
预防控制措施的落实情况，要求各诊所充分
发挥哨点作用，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各职能
部门针对培训机构、人员密集场所、密闭空间
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网吧、校外培训机构暂
停营业。

如意湖办事处积极宣传疫苗接种工作，为
有意愿接种的老年人提供专车接送，确保辖区
群众特别是 60岁以上老人应接尽接、能接必
接。办事处在辖区各点位安排专人对 60岁以
上老人逐一询问疫苗接种情况，并进行信息登
记。在每个采样点位通过摆放宣传告知牌的
形式，引导没有完成三针剂接种及未接种过疫
苗的人员扫码入群，及时在群内提供接种地
点、时间和疫苗种类等信息，鼓励身体条件允
许的中老年人群尽快完成疫苗接种，尽早建立
自身免疫屏障。面对 60岁以上老人及不方便
出行群众接种疫苗的实际困难，办事处积极行
动，各社区现场安排专车接送有意愿的老年人
前往颐和医院接种疫苗，让疫苗接种既有“速
度”又有“温度”。

为全力满足辖区居民疫苗接种需求，龙湖
办事处在花胡庄社区增设了新冠肺炎疫苗临

时接种点，组织志愿者积极保障广大居民及时
接种疫苗。此次临时疫苗接种点合理分片设
置了等候区、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全面实
现接种人员分流，保障疫苗接种全流程安全有
序，居民只需携带身份证，到接种点填写知情
同意书后即可到接种区进行疫苗接种。记者
在接种现场看到，志愿者们为前来接种的居民
提供秩序维护、指引咨询等服务，指引排队居
民出示健康码、填写个人信息，同时向居民发
放疫苗接种通知书，普及接种疫苗科学知识，
促进辖区居民“应接尽接”。

金光路办事处辖区党员干部全员下沉，各
村（社区）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开展上门核酸服
务，为行动不便人员、残疾人等开展核酸检测
上门服务，助力核酸检测应检尽检。记者在美
秀路社区看到，一支由四人组成的核酸检测上
门服务小队正在社区内开展上门核酸检测工
作，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会与居民亲切交流，
耐心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与身体状况，随
后为其开展咽拭子样本采集。四人小队成员
之间配合默契，一名医护人员负责消毒、采样
工作，一名社区工作者负责扫码验证工作，一
名社区工作人员负责医废回收及消杀工作，一
名物业工作人员负责引路和居民交流，采样工
作安全有序。

全员行动细化举措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开展宣传活动
提升节水意识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 张朝

峰）“随手关紧水龙头，莫让淡水空自流……”日
前，随着一条条短信推送，郑东新区第三十届

“世界水日”第三十五届“中国水周”宣传活动拉
开序幕。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要求，郑东新区科学安
排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系列活动。为了扩大宣
传覆盖面，郑东新区通过手机短信推送、节水短
片展播、节水海报、宣传条幅等形式，向群众解
析用水形势，讲解节水的知识，开展节水与卫
生、水与疫情防控等相关知识宣传。同时，在各
级公共机关、重点用水户、线上课堂等载体采取
LED 显示滚动播放节水口号，通过宣传栏布
展、节水课堂等形式拓展受众，做到特殊时期全
覆盖无死角宣传。

此外，郑东新区积极响应各级线上活动，动
员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积极参与水利部网络答
题、宣传推广活动，全面提升水忧患意识、节水
意识、水资源保护意识。

春季万物长
园林施肥忙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姜冰

雨 文/图）按照郑东新区管委会市政园
林局和郑州市郑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相
关部署，连日来，东象园林对管养区域绿
地内的乔灌木、绿篱、地被、草坪等园林
植物进行科学施肥，提升管养区域内绿
化景观效果。

为更好地提高肥料利用率，东象园
林各部根据区域内土质特征和苗木长势
情况，严把技术关、质量关，对不同植物

“喂”不同“营养餐”。针对游园、广场、道
路等绿化苗木分别采用撒施、沟施、埋施
的方法；对行道树、中分带、侧分带和坡
度较大游园绿化采用浇灌或喷施液体肥
增强生长态势进行合理施肥，确保每株
苗木有效吸收营养，增强施肥效果。截
至目前，对管养区域内的绿篱、地被及草
坪施肥约 242万平方米；对行道树施液
体肥约 14880 棵，对主干道中分带、侧
分带及公园内坡度较大的绿篱施液体肥
约 20万平方米；对长势不良乔灌木、名
贵树木、造型树埋施有机肥约7000棵。

举办技术交流沙龙
助力科技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王琨）日
前，由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
区管理委员会郑东新区办事处指导，河南
自贸虚拟产业园运营单位UFO.WORK承
办的技术交流沙龙举行，进一步推进郑东
自贸区块科技企业发展，推动区域科技企
业技术赋能，打造地方特色虚拟产业集群
和产业协同。

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慧创未来”为
主题，会上介绍了华为开发者社区全球项
目——HDG。据了解，HDG 是华为开发
者社区全球项目，是面向在技术领域有
共同兴趣的开发人员的公益性开发者
社区，内容涵盖多项终端开放技术，为
开 发 者 提 供 深 度 交 流、展 示 自 我 的 平
台。目前，已建立北京、上海、深圳、厦
门等 26 个 HDG 城市站，汇集众多组织
者与开发者，探索前沿技术、携手共同
成长。

随后，河南小数点大数据 CEO、郑州
志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向参会企业
分享了机器视觉在企业中的实践案例、
VR/AR与元宇宙等技术话题。

多措并举建设
养老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刘奇）昨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郑东新区博学路办事处高
度重视养老服务配套建设，主动谋划、科学布局

“2+13”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探索适老化改造家
庭养老新路径，不断提升辖区老年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日前，位于贾岗社区的博学路办事处养老
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设置全托床位 22张，
日托床位5张，中心内设有卫生服务站、老年餐
厅、康复训练室、助浴中心、多功能活动室等区
域，舒心的环境、周到的服务得到辖区群众的广
泛好评。此外，位于安和小区的智慧养老中心
已于去年建成投用，13个居民楼院日间照料中
心建设快速推进。

据了解，自今年2月份以来，博学路办事处
以改善辖区老人居家养老生活环境为出发点，
主动筹集相关经费，分批次为 100户退休老人
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工作。例如在卧室、卫生
间等易跌倒处安装扶手、配置防滑垫等，为老人
配备智慧养老SOS紧急报警器、人体活动智能
检测终端等一系列设施设备，极大增强了居家
养老的安全性、便利性。

此外，办事处充分利用辖区河南中医药大
学、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龙子湖院区、省卫
健委（中医药管理局）等中医药资源集聚优势，
持续开展中医进社区、进家庭、进机构“三进”
活动，组织了一系列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行
动，推动了中医药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辖区
老人群体的中医药文化知识与健康水平取得双
提升。

实验一：温热的“冰球”
【现象回顾】这一幕仿佛发生在“魔法世

界”：透明的液球飘在半空中，王亚平用一根
小棍点在液球上，球体瞬间开始“结冰”，几秒
钟就变成通体雪白的“冰球”。王亚平说，这
枚“冰球”摸上去是温热的。

【专家解读】“太空‘冰雪’实验实际上是
过饱和乙酸钠溶液形核、结晶的过程，过程当
中会释放热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
技术中心研究员张璐介绍，过饱和溶液结晶
通常需要外界“扰动”，而这个实验的“玄机”
就在于小棍上沾有晶体粉末，为过饱和乙酸
钠溶液提供了凝结核，进而析出三水合乙酸
钠晶体。

【延伸阅读】在地面上进行结晶实验时，
晶体的样子可能因容器形状不同有很大差
异。而在微重力环境中，晶体并不受容器的
限制，可以悬浮在半空“自由生长”，这与中国
空间站里的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相呼应。无容
器材料实验柜目前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实
现材料在无容器状态下从熔融到冷却凝固的
过程，供科研人员收集物性参数进行研究；二
是用于特殊材料在轨生长，缩短新材料从实

验室走向流水线、走进大众视野的时间。

实验二：“拉不断”的液桥
【现象回顾】叶光富将水分别挤在两块液

桥板上，水球状似倒扣着的碗。液桥板合拢，
两个水球“碗底”挨“碗底”；液桥板分开，一座
中间细、两头粗的“桥”将两块板相连；王亚平
再将液桥板拉远，液桥变得更细、更长，仍然
没有断开。

【专家解读】张璐介绍，微重力环境与液

体表面张力是液桥得以成形的主要原因。日

常生活中的液桥不易被察觉，比如洗手时两

个指尖偶然形成几毫米液柱，再拉远一点就

会受重力作用坍塌。而在空间站里，航天员

轻松演示出比地面大数百倍的液桥，这在地

面上是不可能看到的景象。

【延伸阅读】液体表面张力是“天宫课堂”

中的高频词，天宫一号太空授课、中国空间站

首次太空授课做过的水膜、水球实验都阐释

了这一原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康琦介绍，空间站可以最大限度摆脱地面重

力影响，为包括液桥实验在内的流体力学研

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16年 9月 15日，天
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带着液桥热毛细对流实验
项目升空。

实验三：“分不开”的水和油
【现象回顾】王亚平用力摇晃一个装有

水和油的瓶子，让水油充分混合，瓶中一片

黄色。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瓶中没有发生
任何变化，油滴仍然均匀分布在水中。叶
光富前来助力，抓着系在瓶上的细绳甩动
瓶子。数圈后，水油明显分离，油在上层，
水在下层。

【专家解读】“我们都知道地面上油比水
轻，平时喝汤的时候看到油花都习以为常。”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梁文杰说，然

而在空间站中，情况却大不一样，水和油之所

以“难舍难分”、长时间保持混合态，是由于在

微重力环境下密度分层消失了，也就是浮力

消失了。

“水油在天上成功分离的原因是，瓶子高

速旋转时类似离心机，可以理解为离心作用

使得浮力重新出现了。”张璐说。

【延伸阅读】科研人员可以借助微重力

环境特性开展研究，例如利用密度分层消

失，在微重力环境下向熔融合金中注入气

体，可以得到航空航天、能源和环保领域的重
要材料——泡沫金属。

与之相关的是，高微重力科学实验柜能
够提供高微重力环境，其内部微重力水平是
空间站舱内百倍到千倍，更接近真实宇宙空
间；外部设计气浮、磁浮两级悬浮，减轻了空
间站姿态和轨道控制机动产生的加速度、各
类仪器运转产生的力矩和震动、航天员活动
带来的质心变化和冲击、太阳风和稀薄大气
的扰动等干扰因素影响，能够支持更为精密
的科学实验。

实验四：翻跟头的“冰墩墩”
【现象回顾】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压轴登场，迎来太空之旅的“高光时刻”。王
亚平水平向前抛出“冰墩墩”摆件，一向憨态
可掬的“墩墩”姿态格外轻盈，接连几个“空
翻”画出了一条漂亮的直线，稳稳站在了叶光
富手中。

【专家解读】太空抛物实验展示了牛顿

第一定律所描述的现象。在空间站中，

“冰墩墩”摆件被抛出后几乎不受外力影

响，保持近似匀速直线运动。“天宫课堂”

地面主课堂授课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物理教师张健介绍，地球人眼中

物体运动的理想状态，如今得以在太空中

一探究竟。

【延伸阅读】我们为什么要开展在轨科

学实验？张璐介绍，目前正在进行的实验

项目，一是要揭示微重力环境下的特殊现

象，属于从科学角度认识世界；二是通过在

轨实验助力地面科学研究，改进工艺水平；

三是舱外有高真空环境、辐照、亚磁场等，

这些特殊环境因素对生物体、材料、元器件

等影响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内容；四是进一

步探索未知领域，包括暗物质探测、行星起

源探索等。问天、梦天实验舱发射升空后，

还会有一大批前沿科学实验陆续在中国空
间站开展。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中国空间站第二次太空
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天宫课堂”第
二课23日开讲，“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
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再次为广大青少年带来
一堂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约

45 分钟的授课中，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
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相互配合，生
动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冰雪”实验、
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
实验，讲解了实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

展示了部分空间科学设施，介绍了在空间
站的工作生活情况。授课期间，航天员通
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
互动交流。

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

主课堂，在西藏拉萨、新疆乌鲁木齐设两个地
面分课堂。

后续，“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太空授课
活动，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航天科普
教育。

专家解读“天宫课堂”第二课：

太空实验背后的奥秘
3月23日下午，中国空间站“天宫

课堂”再度开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
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太空“冰雪”实验、液
桥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
验等。

为什么要做这些科学实验？背后蕴
含着哪些科学奥妙？与人类探索浩瀚宇
宙又有什么关联？新华社记者采访多位
专家一一解读。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文/图）3月 23 日是世界气象
日。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早预警、早行动：气象
水文气候信息，助力防灾减灾”。22日，《风云际会——
气象的故事》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花溪小学正式
开讲（如图）。

本次气象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是河南省
“i科普”科技志愿服务，由八名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携手
100余名气象科普志愿者爱心奉献，通过直播、视频及线
下等方式在我省各地及内蒙古、河北部分小学同步开展，
全国同时在线听课学生达6万余人。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
来，随着全球长期变暖趋势的持续，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
和地球系统水循环的加剧，未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
将趋于常态。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早预警、早行
动”，更加强调了“水文气象信息，助力防灾减灾”的极端
重要意义。

河南省气象局首席气象专家、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
王建忠用通俗易懂、充满童趣的语言为孩子们主讲了《风
云际会——气象的故事》，带领孩子们探索气象奥秘。同
学们对“风从哪里来”“风向和风速”“云宝宝的秘密”“面
对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需要做什么”等气象知识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课堂上，王建忠还特别介绍了有关在暴雨红色预警
条件下实行停课措施的具体内容，教会孩子们如何采取
有效措施，保护好自己。“对于儿童来说，学习科学是启迪
智慧发展思维的最佳渠道和方式。气象科普知识从小抓
起，让孩子们学会基本的气象知识，可以树立防灾减灾和
科学防范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促使学生健康成
长。”王建忠说，气象课堂旨在延伸、补充、拓展课本中的
气象科学知识，开阔孩子们的气象科学视野。

气象防灾减灾
科普知识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