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文/
图）“在这歇会儿，能喝到热水、吃到热乎
饭，感到特别暖心。”近日，金水东路与明理
路交叉口附近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里，
忙了一下午的环卫工人深有感触地说。

2019年以来，市城管局采取以奖代补
措施，市、区两级落实配套奖补政策，大力
推进环卫作息场所（环卫驿站）建设。各区
（开发区）因地制宜，依托公厕、中转站等环
卫设施配套建设或单独建设，每年建设不
少于 50座。市区现有环卫作息场所（环卫
驿站）570座，其中市总工会已挂牌环卫驿
站示范点 100座。2022年，计划新增挂牌
环卫驿站示范点 62座，市区环卫驿站示范
点将达到162座。

据了解，示范点驿站在解决环卫工人
“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基础上，做到“冷
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休息厅设有桌椅、饮水机、微波炉、空调等
设施，还有报刊书籍、应急药品等（如图）。

今年计划新增62座环卫驿站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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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9人获聘第三批
国家林草乡土专家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第

三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选聘结果，全国共有 300名乡土
人才受聘，我省推荐的9名林业乡土专家入选。

据悉，我省入选第三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的 9人分
别为：新郑市安富林果专业合作社魏富安、兰考县庆春苗
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董庆春、国有洛宁县全宝山林场贺超
锋、卫辉市悦农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刘克帅、河南省瑞旺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王瑞旺、卢氏县香盛轩核桃专业合
作社张卢峰、南召县金豆皂业有限公司吴永军、河南省益
智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崔广军、光山县育才花卉苗木有限
公司何存继。

据悉，自 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启动林草乡土专
家选聘工作以来，我省先后共有 25名林业乡土人才被聘
为“国家林草乡土专家”，涉及经济林栽培、苗木花卉繁
育、园林绿化、生态文化传承等领域。这些乡土专家常年
活跃在生产一线，是我省林业生态强省和森林河南建设
的优秀基层代表，是破解林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
重要力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活 到 老 学 到 老 ，河 南 要 开 家 长 学 校
了。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河南
省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工作指导
意见》日前印发，提出到 2025 年，全省
各级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办学率
要达 90%以上，其中城市家长学校办
学率达到 100%、农村家长学校办学率
达 85%以上。

《意见》明确，家长学校是指以婴幼
儿、中小学生家长为主要对象，以传授家
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
一种业余教育形式。家长学校的师资队
伍由德育工作负责人、年级长、班主任、

任课教师、“五老”人员、优秀家长、志愿
者等共同组成，有条件的学校（幼儿园）
可聘请专家或社会工作者开展相关工
作。中小学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 1
次家庭教育指导和 1次家庭教育实践活
动。幼儿园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 1
次家庭教育指导和2次亲子实践活动。

家长学校都教啥？据了解，家长学
校将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
差异，针对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问
题或困惑，以《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修订）》为依据，确定相应的课程内容，
引导家长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全面
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系统掌握家庭教育

科学理念和方法，用正确的行动、思想、
方法教育引导孩子。

家长学校如何建？根据《意见》，中
小学（幼儿园）负责组建本单位的家长学
校，校（园）长兼任家长学校校长，对家长
学校的各项工作全面负责。家长学校校
长、学校（幼儿园）德育工作负责人、负责
具体事务的教师、班主任和家长委员会
代表共同组成校务管理委员会，负责家
长学校日常管理事务，每学期至少召开1
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另外，家长学校要
制定学员上课考勤、考核、奖惩等管理办
法，充分调动家长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参
与率。

高架桥区绿化
用上“再生水”
预计每年节水超1万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记者昨日从郑州市
城市道路绿化管理处获悉，郑上路西三环、南阳路北三环桥
区绿化浇灌已用上再生水，这也是市内首次在立交桥区大
面积绿化中使用再生水进行浇灌。

为保证桥区绿化都用上再生水源，市绿化处安排专人
多次与再生水资源公司进行现场沟通与堪查，随着郑三环
沿线再生水取水装置及管道铺设日趋完善，郑上路西三环、
南阳路北三环桥区绿化浇灌近日都已用上再生水。城市道
路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年预计用水量，每年可节
约用水 12750吨。不仅节水效果明显，也节省了大量的灌
溉车运输和人工喷洒等绿化养护费用。

下一步，市绿化处将重点推进再生水在道路绿化、立体
绿化、高架花箱、车辆冲洗、施工等领域的广泛使用。通过
节约优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有效利用率，进一步改善水域
生态环境，实现水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上接一版）省科学院重建重振、郑州技术交
易市场和河南欧美同学会郑州海创中心正式
揭牌，中原科技城建设呈现出人才、项目加速
集聚的强劲态势。

与此同时，中部地区首个全国“双创”活
动周成功举办，全省首个中原龙子湖智慧岛
No.1 顺利揭牌，龙子湖双创品牌快速出圈。
以中原科技城为带动，郑东新区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162家，新增科技型企业251家，创新
之光活力四射，集聚资源硕果累累。

产业集聚奋力高台起势
越来越多产业集聚，成为郑东新区全力

开局破题、奋力高台起势的重要支撑。

2022年 3月 4日，作为打造“一中心三高

地”（国际化区域金融中心、中原科技金融高

地、中原产业金融高地和中原金融开放高地）

主承载区的龙湖金融岛举行开岛仪式，自此，

一个融合上下游全产业链的金融生态圈，汇

集全省、全国乃至全球金融人才的高地应运

而生。

平安银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中原信

托、长城资产、东方资产、方正集团……金融

岛确定或意向入驻项目云集众多业内“大

咖”，涵盖金融行业监管部门以及银行、保险、

证券、期货、信托、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
商品交易所、金融租赁、交易中心等金融业

态，理念超前、形象靓丽、智慧便捷的国际化

金融中心窗口名片愈加彰显。

金融是创新创业的“阳光雨露”，是创新

生态的重要一环。从如意湖开建到金融岛开

岛，郑东新区做大做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

金融、总部、高端商贸等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

系，让“如意”城市形态更加魅力有型，城市发

展动能满满。

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效应凸显，核心区持

牌类金融机构达到 395 家，2021 年金融业

增加值完成近 400 亿元，占 GDP 近三分之

一。总部经济持续加强，累计入驻世界 500

强企业 77 家，国内 500 强企业 96 家，全区

43栋税收超亿元楼宇实现全口径纳税额达
179 亿元……一栋栋“亿元楼”如同一个个

“立起来的开发区”，成为点燃郑东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

项目为王激发澎湃动力
项目建设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

撑”，郑东新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
向，大力实施“以项目建设增势”行动，以更多
优质、重点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

鲲鹏软件小镇是我省打造郑开科创走廊
的战略节点。在鲲鹏软件小镇项目三标段建
设现场记者看到，施工方正在进行紧锣密鼓

的施工。中铁七局数字小镇项目部工区经理

李骁斐告诉记者，中铁七局集团承建的数字

小镇已完成所有主体建设，民建住宅外装饰

装修，公建办公幕墙工程，机电安装已大面积

开展。预计下半年整个项目进行竣工验收。

突出抓好重大项目建设，郑东新区滚动

推进“三个一批”，全面掀起龙湖北部区域、

龙湖金融岛、东站东广场、白沙区域等重点

片区建设热潮。中原科技城“四梁八柱”项

目实现集中连片开工，华润金水东路综合

体、中原总部基地等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

速，正商国际大厦、省科技馆新馆、省豫剧大

剧院等重大项目建成投用，重点项目建设排

名位居全市前列。

项目建设快速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与郑东新区深入开展“三标”活动密不可

分，郑东新区广大干部在抓项目谋发展等各

项工作中淬炼思想、提升本领、锻造作风。

在大战大考中锻造统筹发展与安全能

力。郑东新区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争分夺秒做好流调隔离、排查管控、核酸
检测，狠抓灾害问题整改，推动143个灾后重

建在建项目加快建设。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今年 1至 2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8.4
亿元、增速 53.2%；一季度，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33.9 亿元、同比增长 7.1%，全口

径 财 政 收 入 完 成 10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9%，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30.8 亿

元、增速9.4%，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在对标对表中提升改革创新能力。郑东

新区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创新党建

引领的“楼事会”机制，打通服务企业最后

100米；对照“六最”标准，纵深推进“一网通

办”改革，创新推出“综窗受理”“六个办”服

务，办理时限缩短 89%，“交房即发证”改革

被中央党校选为政务服务最佳案例。在自贸

区试行无址办公“集群注册”模式，加快打造

全省对外开放先行区，新注册企业11895家、

注册资本900亿元。

在办好民生实事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聚焦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郑东新区盘活国

有平台公司公寓等资源，创新推出“拎包办

公，拎包入住”服务，储备人才房源 2000 余

套，投用556套。上线人才服务一件事“英才

汇”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人才政策免申即享，

打造最优人才发展环境，构筑起人才集聚“强
磁场”，激活城市发展澎湃动力。

郑东新区

创新活力迸发点亮“如意之城”

（上接一版）支持国家级核心育
种场、种公牛站发展，对核心育种场
开展生产性能测定，按照每头肉用
种牛不高于1000元、乳用种牛不高
于 5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对种公
牛站开展后裔测定，按照每头肉用
种公牛不高于 6万元、乳用种公牛
不高于 1.2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对进口肉牛、奶牛育种胚胎分别按
照 每 枚 不 高 于 3000 元 、不 高 于
5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加快高
产奶牛核心群组建，对繁育符合条
件母犊的规模奶牛场按照每头不高
于8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力争到
2025年，我省国家级核心育种场达
到 8家以上，成为全国制种供种的
核心省份。

实施规模养殖提升行动
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引

导新增产能在加工龙头企业周边布
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就地就
近加工增值。对新建标准化畜位肉
牛 500 个以上、奶牛 300 个以上的
养殖场，分别按照每个畜位不高于
1000 元、不高于 2000 元的标准给
予补贴，单场补贴不高于 2000 万
元。实施奶畜中小牧场升级改造项
目，推进养殖标准化。力争到 2025
年，肉牛、奶牛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
到35%、70%。

实施养殖大县培育行动。力争
到 2025 年，培育饲养量 10 万头以
上的养牛大县40个。

实施母牛扩群倍增行动。对养
牛大县符合条件的肉牛基础母牛经
营主体，按照每年每头投保基础母
牛不高于 1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力争到 2025年，培育存栏肉牛基础母牛 10头
以上的经营主体5万个以上。

力争到2025年奶源自给率达到55%
我省还将实施龙头企业培优行动。力争到

2025年，乳品企业奶源自给率达到 55%，省级以上
肉牛奶牛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60家以上。

实施绿色发展清洁行动。支持肉牛奶牛养殖场
创建“美丽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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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我省家长学校办学率将超九成
引导家长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掌握科学理念和方法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关 于 部 分 区 域 解 封 的 通 告

（2022年64号）

根据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变化，经郑州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对部分区域解封，现通告
如下：

一、经开区

自 2022 年 4月 18 日 0时起，以下区域解除管控
管理：

九龙办事处振兴路以东，龙兴南街以西，梅香路以
南，兰心西路以北，九龙办事处太平庄临时安置点部分
区域。

二、新郑市

自 2022 年 4月 18 日 0时起，以下区域解除封控
管理：

郭店镇崔府村。

三、其他封控区、管控区不变

特此通告。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