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52022年5月26日 星期四 责编 高宏宇 校对 曾艳芳 E－mail：zzrbbjzx＠163.com 综合新闻
我省发布中高考期间餐饮消费警示

考生就餐谨记“四看四不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时至夏季，气温升高，

微生物繁殖较快，食物容易变质。昨日，省市场监管部
门发布餐饮食品安全消费警示，确保考生疫情防控和饮食
安全，平安、高效备战高考、中考。

警示提到，餐饮服务单位应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及时排查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为考生营造良好的餐饮
消费环境。学校要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强化对学校食堂、校外
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消除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自建网站餐饮服务
提供者，要力促网络餐饮服务线上线下同标同质，加强送餐人
员健康及卫生管理。

考生应尽量在家或在学校食堂用餐，确需外出就餐时，
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做到“四看四不吃”：一看证照是
否齐全，二看环境是否卫生，三看餐具是否洁净，四看饭菜
感官是否正常；一不吃生食海产品或水产品，二不吃冷荤凉
菜，三不吃不熟悉、不新鲜或有异常的菜品，四不吃无《食品
小摊点备案卡》的食品摊贩经营的食品。就餐后，应索要发
票等消费凭证。

考生网络订餐时应选择距离近、证照全、口碑好的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自觉采取“无接触式”配送方式，送达后要认
真检查包装、封签是否完好，食物是否新鲜，并在标签注明时
间内食用，勿长时间存放。尽量不要订购凉菜、生食品种（如
生鱼片、沙拉、寿司）、冷加工糕点（如含奶油裱花蛋糕）等高风
险食品。

在家用餐时提倡“现买、现做、现吃”，注意“五不购
买”：不购买变质或过期食品；不购买野生蘑菇、生鲜黄花
菜、发芽发青土豆、不易分辨的野菜等高风险食材；不购
买无“三证一码”的进口冷链食品或国家明令禁止的畜禽
和水产品；不购买来历不明的食品；不购买街头无证摊贩
加工制作的食品。慎用高风险食品，如凉菜、外购卤菜、
冷食等。

不要改变考生平时的饮食习惯和规律，不要尝试新奇
的食材或不常吃的食物，避免造成胃肠功能紊乱等。谨慎
选用保健食品，科学识别虚假广告特别是以宣传强化记忆、
补充大脑、吃了记性好等夸大保健食品效果的广告，保持理
性消费。

考生就餐后如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等不良症状，应及时
到医疗机构就诊，并保存好发票、就诊记录、检验报告等相关
证据。高考、中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食品安全巡查，
考生或家长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12315。

郑州市第六届道德模范李党恩：

为“火焰蓝”铭刻雷锋印记
他是英勇的救火队长，在 16年的消防生涯里，他参

与处置各类警情 6000余起，营救和疏散被困群众 2000
余人。

他因带领攻坚组深入火场内部营救而伤残，落下终
身残疾。可他却积极投入到关爱残疾人的公益活动中，
连续两年被评为“扶贫助残”先进个人。他就是郑州市第
六届道德模范李党恩。

李党恩受伤致残后，体会到了一名残疾人的不易，
便开始关注残疾人群体，他成为孩子们的“辅导员”、独
居老人的“好儿子”、敬老院里的“义工”……李党恩人
如其名，用点滴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铭刻“火焰
蓝”的雷锋印记。

2020 年疫情发生以后，李党恩在做好单位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自己出资购买了一批口罩、消毒
液、体温计等防疫物资，捐给了脑瘫和自闭症残疾儿童
康复机构。

全国助残日，李党恩通过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残
疾人群体捐赠灭火应急救援包和生活物资。

由于长期坚持关心关爱残疾人群体，李党恩在2019
年和 2020年连续两年被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评为

“扶贫助残”先进个人。
“雷锋精神永远都不过时。”李党恩说，“我希望通过

我们的微小努力，让更多的残疾人、留守儿童、孤寡老人
感受到温暖，带着美好一起走向未来。”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道德模范

多家水上乐园即将重启
邀市民感受清凉夏季

本报讯（记者成燕）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清凉避暑游又成
为市民关注的热点。记者昨日从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获悉，
其旗下的银基乐海水世界将于 5月 28日欢乐重启。方特水
上乐园也将于6月 1日清凉回归。

据业内人士介绍，“六一”儿童节将至，随之而来的是暑假
生活，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这几天，郑州市平
均气温上升，本周末的最高气温即将攀升至35℃。玩水成为
最直接、最快乐的降温方式。

据了解，银基乐海水世界以海洋探险为主题，拥有百余项
国内顶尖玩水设备，涵盖主题游乐、旅游休闲、特色商业等多
种功能，集水上、岛湾等多元化空间形态于一体，项目十分丰
富。今年夏天，该景区计划继续推出“酷玩电音节”等系列旅
游活动，为游客提供夏日时尚游玩好去处。

围绕避暑清凉主题，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同时推出
多个适合夏日避暑降温的清凉项目。如拥有勇闯海王
殿、水上飞鹰等多种水上娱乐设施的银基动物王国；可在
夏天里玩雪的银基冰雪世界；拥有中部地区首个“尾波冲
浪”项目的银基水域俱乐部；适合啤酒、烧烤、看星星的银
基云岩湖森林露营地，以及慢下来享受生活的银基黄帝
宫御温泉。

除了位于郑州南部的银基乐海水世界，位于东部的方特
水上乐园也将于 6月 1日清凉重启。该乐园拥有大喇叭、飓
风湾、彩虹滑道、懒人河等20多个游乐项目。这个夏天，该乐
园计划推出疯狂海啸、狂欢水派对、水上游戏王等丰富多彩的
水上游乐活动。为给市民提供纳凉好去处，今年，该乐园增加
了公共休憩区域的绿植覆盖率，营造出一片片绿荫。5月底
前，该乐园推出限量预售单人 59元的特惠门票，邀市民开启
清凉的夏日快乐之旅。

来豫返豫人员分类
实施健康管理措施

本报讯（记者 王红）随着“三夏”、中高考和高校暑假的到来，我省将
面临人员来（返）豫高峰，外防输入任务艰巨。5月 25日，记者从省卫健
委获悉，按照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加强暑期来（返）豫人
员健康管理和服务工作，需要来豫返豫的人员要提前三天向目的地社区
（村）、单位报备。

通知要求，要对不同风险地区来（返）豫人员分类实施健康管理措施。
对上海及中高风险地区来（返）豫人员，实施“7+7”（7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
隔离）健康管理措施。对省外14天以内有疫情发生省辖市的入豫人员，严格
落实社区报备、赋码管理、居家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对省外14天以内未有
疫情发生省辖市的返回人员，继续实施查验“两码一证”和“三天两检”。

各地要动态掌握近期各地拟来（返）豫人员底数，制定专项预案，明确
专人（班）负责，引导来（返）豫人员分期分批小量有序返回；同时要加强与
铁路、机场等部门协调，做到人员管理和信息双闭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
道交通防疫检查点要继续严格查验来（返）豫人员“两码一证”。

此外，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公众，疫情尚未结束，日常要减少聚集、
做好防护。坚持非经贸类活动“非必要不举办、能线上不线下”，确需举办
的经贸类活动分级报批；倡导婚丧嫁娶移风易俗，简办少办新办，凡举办
必事先报批、必提前做核酸检测；群众切勿放松防护意识，不聚会不聚餐
不聚集，坚持非必要不出省、不跨市、不跨县。

线下线上双发力
确保“场所码”全面推进

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9883万人
居全国第三 郑州达1274.2万人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统计局日前发
布 2021年河南人口发展报告，根据 2021年
全省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我省2021年末常住
人口为 9883.0 万人，比 2020 年末减少 58.0
万人。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的7.00%，排在广东省和山东省之后，居全国
第三位。

郑州常住人口较上年增加
12.5万人全省最多

报告指出，2021 年全省常住人口呈现
总量减少、人口总抚养比略降、人口老龄化
继续加深、婚姻状况保持稳定、城镇化率平
稳增长增速放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等特
征。报告分析，全省常住人口的减少主要有
两个原因：一是自增人口减少，2021年全省
自增人口为6.3万人，比 2020年的 20.8万人
减少了 14.5 万人。二是流出人口增加，
2021 年随着全国疫情好转，出省人口大量
增加，全年新增出省人口64.3万人。

2021 年，多数省辖市常住人口较上年
有所减少，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中有
11个常住人口减少，5个常住人口增加，2个
持平。在增加的地区中，郑州市增长最多，
常住人口达到 1274.2 万人，比 2020年增加
12.5万人。

出生人口减少老龄化继续加深
2021 年全省出生人口 79.3 万人，比

2020年减少 12.4万人，出生率为 8.00‰，比
2020 年下降 1.24 个千分点，出生人口数连
续五年下降。

报告分析，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是受育龄
妇女人数下降、结婚对数减少等因素的影
响。按当前育龄妇女数量、结构和生育水平
测算，今后一段时期我省每年的出生人口数
量会继续减少。

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2021年末全省
常住人口中 0~14岁、15~64岁和 65岁及以
上人口分别为 2199.0 万人、6301.0 万人和
1383.0 万 人 ，占 常 住 人 口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22.25%、63.76%和 13.99%；与2020年相比，
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下降0.89个百分点，减
少 101.0 万人；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 0.39
个百分点，增加1.0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比重上升0.50个百分点，增加42.0万人。

分析指出，由于河南是人口外出大省，
在疫情相对缓解的社会背景下，大量的中青
年人口恢复外出到省外务工经商，进一步导
致河南省老龄化程度加深。受出生人口下
降和老年人口增加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预计今后几年少儿人口抚养比持续微降，老
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

婚姻状况保持稳定 呈现
“一高三低”特点

全省人口婚姻状况依然表现出“一高三
低”（有配偶人口比例高，未婚、离婚和丧偶

比例低）的特点。2021年，河南省15岁及以
上人口中有配偶人口的比例为 70.12%，比
2020 年下降 2.49 个百分点；未婚人口占
23.00%，比 2020 年上升 2.98 个百分点；离
婚人口占 1.53%，比 2020 年微升 0.04 个百
分点；丧偶人口占 5.34%，比 2020 年下降
0.55 个百分点。未婚人口比重略升符合当
前社会背景，“一高三低”也充分体现了河南
省人口婚姻状况持续稳定的特征。

城镇化率增速放缓 郑州
城镇化率全省最高

城镇化率平稳增长增速放缓。2021年
末，全省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5579.0 万人，比
2020 年末增加 68.7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4304.0 万人，减少 126.7 万人。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为 56.45%，比 2020年末提高 1.02个
百分点，比 2021年全国 0.83 的提高幅度高
出0.19个百分点。

全省城镇化率增幅自 2019年达到 1.77
个百分点后，2020年和 2021年连续两年增
速放缓。影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三个主
要因素为：城镇地域扩张、城乡人口迁移流
动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2021年河南这三
方面的增长因素都在减缓。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全国看，
年度城镇化率提高幅度放缓是必然趋势，也
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城镇化的发展从
重速度向提升内在质量转变。预计未来一

段时期，河南城镇化水平依然会稳步提升，
发展速度会高于全国，从高速发展进入中速
发展阶段。

省内各地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17
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中有 7个城镇化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郑州市城镇化率最
高，为79.10%。

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提高
高学历人口增速较快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扩大
人才引进范围，强化高层次人才培养，高学
历人口增速较快，整体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提高。2021 年，
全省 1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
限达到 9.89 年，比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提高 0.10 年，较 2010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时提高0.94年。

高学历人口增速较快。全省常住人口
中，每 10万人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2244人，高中（含中专）
15739 人，初中 36619 人，小学 24821 人。
与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的人口增加 500人，增长 4.26%；高中（含中
专）增加 500人，增长 3.28%；初中减少 899
人 ，下 降 2.40% ；小 学 增 加 264 人 ，增 长
1.08%。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增长最快。

“智慧哨兵”赋能无主管楼院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5月

25日，在惠济区交通技校家属
院小区门口，一个身穿银灰色
铠甲的“士兵”屹立在小区门
口。小区居民进入小区时不用
摘口罩，刷脸就可进入。

“特别方便，进小区时，刷脸
就能显示所有信息。”惠济区交
通技校家属院小区居民高喜荣
对小区门口设置的“智慧哨兵”
赞赏有加，居民不用再拿手机出
来扫码，骑电动车的人也不用下
车，直接刷脸就可以进入。

粮运社区书记王丽君介
绍，这是小区刚装上的“智慧
哨兵”智能门禁设备，该设备
是通过电子政务网对接疫情
防控数据的数字化、智能化的
疫情防控通行管理设备，与门
禁系统对接后可实现自动化
进出管理。

居民进入小区时只要刷
脸，就会显示：身份识别、测体
温、口罩佩戴检测以及“场所

码”、核酸检测、疫苗接种信息
核 验 等 。 两 秒 内 可 完 成 人、
证、码“三合一”查验，一屏显
示所有查验信息，从而实现楼
院卡口智能化进出管理。而
针对未录入人脸信息的人员
可使用身份证扫描的方式进
行检测，对未戴口罩、测温过
高、健康码异常等不符合疫情
防控要求的，不予开门放行，
并进行播报提醒。

据了解，为进一步强化无
主管楼院疫情防控工作，利用
科技化手段为无主管楼院“安
岗加哨”，以“物防+技防+人
防”为手段彻底解决无主管楼
院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治理短
板，市委社治委结合社区服务
项目化推出了无主管楼院疫情
防控“智慧哨兵”项目。

为快速、有序、高效推进
“智慧哨兵”项目安装落地，惠
济区委社治委组织召开全区无
主管楼院疫情防控“智慧哨兵”

项目推进会，传达市委社治委
会议精神，就全区“智慧哨兵”
项目做出具体安排，初步征集
到 44 个符合安装条件的无主
管楼院安装意向。项目安装过
程中，区委社治委工作推进专
班深入楼院现场协调解决安装
事宜，广泛了解居民对“智慧哨
兵”项目的接受度和满意度。
目前辖区刘寨街道粮运社区心
语雅苑、交通技师家属院两个
试点无主管楼院已安装完毕，
居民信息录入工作基本结束。

接下来，区委社治委将持
续督促指导各镇（街道）有序推
进“智慧哨兵”项目安装落地，
于 6月初实现全区符合安装条
件的无主管楼院和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应装尽装，切实通过数
字化技术赋能无主管楼院疫情
防控工作，助推辖区社区疫情
群防群控水平提升，为守护好
居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
力保障。

紧盯薄弱环节
堵住防控漏洞

本报讯（记者武建玲通讯员李烁）近日，上街区疫情防控督查组在郑西
商贸中心（北市场）监督检查时发现，对该市场具有监管职责的相关单位落实
疫情防控政策职责不明确，随即对负有属地责任、行业责任、主体责任的三家
单位进行了全区通报，并进一步细化了各自责任清单，厘清了职责分工。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上街区纪委监委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三个疫情防
控督查组，明确责任分工，聚焦上级疫情防控政策落实情况、疫情防控中
存在的薄弱环节开展监督检查，形成日巡夜查、节假日无休、全周期覆盖
的督查模式。

连日来，各督查组围绕核酸检测屋建设、落实规范佩戴口罩、使用“场
所码”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对督查中发现的重点问题和薄弱环节，每天
进行一次复盘，及时推动开展督查“回头看”，实行销号管理，5月份以来，
共督查点位298个，发现问题56个，已整改到位54个。

各监督检查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疫情防控一线单位，每日坚
持抽查 30个以上的点位,通过随机抽查、查阅资料、听取汇报、明察暗访
等形式，聚焦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人员开展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
程监督，发现问题现场向被督查单位进行反馈，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建
议，督促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形成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督促整改、问题销
号的监督闭环。

“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要求被督查单位举一反三、查找短板、堵
住漏洞，以精准有效监督推动各级各部门履职担当，扎实把好各自防疫关
口，对防疫责任和措施不落实、不担当、不作为等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从严从快依规依纪精准执纪问责。”上街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拉网排查“回头看”
重点核查“场所码”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通讯员 李颖睿）近日，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分别组
成督导检查工作专班，对沿街门店和市场个体商户的“场所码”开展拉网
排查，发现整改不贴码、贴码不扫码、扫码异常等问题 35个，约谈通报相
关责任单位8家。

为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城东路街道持续开展“场所码”推广应用行
动，充分发挥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统筹“社区干部+志愿
者”力量，组建多支“场所码”推广队伍，对辖区楼宇企业、沿街门店、企事
业单位、市场个体商户等进行摸排登记并备案在册。

利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流动喇叭等
形式广泛宣传。同时，开展“场所码”推广应用“扫街”行动，对辖区企业、
沿街门店等提供一对一上门指导服务，确保宣传推广全覆盖。辖区所有
居民小区、510多家沿街门店和 120家市场个体商户等 1560多个“场所
码”，已全部完成申领并张贴应用。发挥三级网格日常化监督、哨点作用，
成立11个督导检查工作专班，对辖区企业、沿街门店等开展督导检查“回
头看”，累计发现整改不贴码、贴码不扫码、扫码异常等问题35个，约谈通
报相关责任单位8家，用责任和担当筑牢防疫“安全网”。

疫情防控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
员 赵正银 文/图）“‘场所码’已经
申领过了吧，要摆在显眼位置，并
提醒消费者按照要求扫码……”
24日，二七区市场监管局督导组
在德化街逐家逐户进行检查（如
图），查看是否申领注册了“场所
码”，并当场进行测试，对检查中
发现个别商户还没有申领注册

“场所码”的，现场指导商户立即
申领注册。通过督导检查以确保

“场所码”全面推进并落地生效。
为把疫情防控工作抓得更

细、落得更实，连日来，二七区市
场监管局对沿街门店经营商户
申领注册“场所码”，采取线上宣
传、线下督导的办法快速推进，
做到线下线上双向发力，使申领

注册“场所码”工作较好落实。
二七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零

售药店、食品餐饮等“五小”门
店，积极配合辖区办事处指导
督促经营单位申领注册“场所
码”，严格落实“无‘码’不开门、
不扫不进门”的要求，全力推进

“场所码”推广应用工作。
为抓好“场所码”的申领注

册工作，二七区市场监管局采
取线上通过行业管理微信群，
宣传推广应用“场所码”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告知“场所码”
申领、使用流程；线下执法人
员现场指导督促门店申请、张
贴、正确使用“场所码”，严格落
实进场人员扫码验码规定。在
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加大对

“场所码”应用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没有申领到位、申领后没
有做到扫码入店或疫情防控不
到位的经营单位进行重点督
查。对各市场监管所“场所码”
申领注册落实情况做到每天一
上报、每天一统计、每天一通
报。对落实不到位的，发现一
户整改一户。

截至目前，二七区各类“场
所码”在用 80921个，其中辖区
内小餐饮店、小食品店、药店等

“五小”门店已申领注册“场所
码”15000余户，对少数还没有
申领“场所码”的商户，在各市
场监管所督促落实的基础上，
督导组深入到辖区各门店进行
检查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