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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郑州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会

同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市林业局

等单位对2023年 2月份郑州市自然灾害风

险形势进行综合分析研判。

根据气候趋势预测，预计2月份降水量

9～14mm，接近常年略偏少；2月平均气温

4.5℃～5.0℃，较常年偏高0.5℃～1.0℃；预

计有 5次冷空气过程，分别出现在 1~2日

（中等）、5~7日（弱）、10~12日（弱）、17~19

日（弱）以及23~24日（弱）。

经分析，2023年 2月份郑州市主要灾

害风险表现为两个方面：

——森林火灾。气温有所回升，又临

近元宵节，预计进山入林游玩人员较平时

数量有所上升，火源管控难度较大。

——雨雪天气。雨雪天气会造成道路

湿滑、能见度降低等现象，会对交通运输、

生产生活、保暖保供以及设施农业等造成

不利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郑州市减灾委办公室要求从六个方面

加强防范和应对——

一是切实加强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

警。气象部门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监

测预报预警，精准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

息；通过公共媒体及气象预警信息发布渠道

及时发布滚动预报和预警信息，提醒群众做

好防护准备。各主要涉灾部门要切实加强

沟通和会商，做好重点区域、重要时段的监

测预警工作，牢牢掌握防灾减灾主动权。

二是防范森林火灾。林业部门要严格

管控野外火源，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强化巡

查检查，严守上山关口，严防火种进山入

林，消除森林火灾隐患，降低森林火灾发生

风险。

三是注意雨雪天气的交通安全。公安

部门需增加路面执勤警力投入，加强交通

安全宣传和重点时段、恶劣天气行车安全

风险提示警示。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对事

故易发路段的巡逻，加强对重点路段、桥梁

等易结冰部位的排险和防范，特别是西部

山区道路，要加强安防设施的维护完善，及

时处置安全隐患。提前储备防滑保通等应

急装备物资，防止因道路湿滑引发事故。

公众在驾车出行时，应自觉遵从交警指挥，

遵守交通规则，做到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四是防范农业生产风险。农业农村部

门要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信息调度和技术指

导，指导农民科学开展田间管理，抗旱防冻。

五是加强公共领域安全。供暖、供水、

供气、电力、通信等相关部门要加强重要设

施设备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故障，排除危

险，保障广大居民正常生产生活需求。加

强用火（包括燃放烟花爆竹）、用气安全宣

传，防止火灾和天然气中毒等事故发生。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学校、养老院、福利院、

医院、学生、老年人、生活困难人员等重点

区域、重点群体的安全保障。

六是做好值班值守工作。各区县

（市）、各有关单位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

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严格岗位责任制，保

持通信联络畅通，遇到重要情况立即按规

定程序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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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和雨雪天气危害
郑州多部门研判2月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

全省“三零”平安创建工作动
员部署以来，郑州市把此项工作作
为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更
高水平平安郑州的固本强基之举、
创新实干之策，积极探索、勇于创
新，高位谋划、快速推进，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
环境进一步优化，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平安建设的根基打得更牢、防线
织得更密。目前，平安社区（村）
创建达标率为 76.46%，企事业单
位达标率为 95.41%，均完成省定
目标。

明思路，制定治本之策
全市把“三零”平安创建工作作

为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本质安全、长治久安的重大

举措和治本之策，纳入党政“一把
手”工程，列入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
工作全盘谋划、一体推进。

借鉴先进城市“三零”平安创建
经验做法，收集市直单位、县区的意
见和建议，按照贴近实际、利于操
作、便于推行的原则，制定下发《郑
州市深入开展平安村(社区)、企事
业单位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同时研
究制定《郑州市平安村(社区)、企事
业单位创建工作机制（试行）》，把

“三零”平安创建“由谁来抓、抓什
么、怎么抓、抓到什么程度”四个维
度逐一进行了明确。

融网格，一格管全面
按照“一格一干多专多群”全

市域覆盖的要求，全面主动融入网
格化基层治理体系，将 903名社区

民警、4052名社区辅警、9536名人
民调解员、1115 名法律顾问和 1.8
万余名街道（乡镇）包村干部、平安
志愿者等力量下沉网格，以“三零”
平安创建为抓手，积极探索在网格
体系内开展安全生产、社会治安、
矛盾调处、法律服务等平安建设
专项工作的新路子，切实将“三
零”平安创建工作的触角延伸到
最基层，常态化开展一次矛盾纠
纷、安全隐患排查，形成联动联治
的工作格局。

搭平台，创建硬核数治系统
依托郑州智慧政法平台，开发

“三零”平安创建信息平台，横向打
通公安、信访、应急三专班和十五
个工作组的信息平台，实现信息数
据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

全程可控；纵向打通市、县、乡、村
直至网格的数治平台，实现数据直
传、任务直达、问题直报、结果直
返、成效直显的扁平化硬核数治系
统，提升工作的前瞻性、准确性和
实效性。

通过召开“三零”平安创建工作
研讨会，对15个工作组的平台管理
员进行了信息平台操作培训和“三
零”平安创建业务培训，组织市县两
级行业部门入驻平台，开展工作。
目 前 ，全 市 3360 个 社 区（村）、
116933 个企（事）业单位完成数据
录入，公安、应急、信访等三个工作
专班和市工信局等 15个工作组已
经入驻平台开展工作。截至目前，
入 驻 平 台 9037 人 ，隐 患 排 查
395866 次，法治宣传 61759 次，志
愿服务129269次。

开栏的话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
续营造建设更高水平平
安郑州、法治郑州的浓
厚舆论氛围，即日起，本
报开设“深化‘三零’创
建 建设平安郑州”专
栏，全方位报道各级各
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深入推进“三零”创建工
作的鲜活经验；集中呈
现全市把党的二十大工
作报告具体要求转化为
忠诚担当、履职尽责的
生动实践；深度挖掘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征程
上的先进典型……通过
营造人人参与创建的浓
厚氛围，持续提升全市

“三零”平安创建常态
化、长效化水平。

“今天的风有点大，我出
门选择坐地铁和公交。”2月 1
日下午，市民周女士从地铁毛
庄站出站后直接坐上了 S191
路社区巴士。她告诉记者，去
年 9 月郑州公交 S191 路社区
巴士开通以来，这条社区巴士
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出行
方式。

记者了解到，社区巴士线
路是通过与干线公交换乘、与
地铁进行接驳，给市民乘车出
行提供更多选择。线路以途经
支路巷道为主，通过“走街串
巷”，实现“点对点”服务，具有
线路短、周转率高的特点，从而
将服务拓展到以往常规公交无

法覆盖的区域，有效解决市民
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

S191路公交车，往返花园
口村公交站至金杯北路开元路
站，全程 20公里，上行设置 20
个站位，下行设置 18个站牌。
S191路社区接驳巴士的开通，
大大方便正商林语溪岸、东赵
社区、万科民安云城、民安北郡
等多个居民社区出行，满足了
居民换乘公交、接驳地铁的出
行需求，串联起周边住宅区与
惠济区实验小学、惠济万达、惠
济区人民医院、月湖广场沿街
商业的公交服务。

紫荆山附近工作的马先
生说：“以前没有开通社区巴

士时，每天都要花费半个小
时骑共享单车前往开元路地
铁站搭乘 2号线，现在只需在
小 区 门 口 乘 坐 S191 路 公 交
车，10 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
地铁站，真是省时又省力，太
便捷了。”

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居
住在东赵小区的李阿姨：“自打
东赵回迁居住以来，出行一直
不太方便，距离自己居住小区
最近的公交车站有将近 2 公
里，和老伴出门遛弯的时候，也
只能在小区转转，自从有了社
区巴士，自家小区门口就能乘
坐公交出行，方便多了，真是一
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走街串巷“点对点”

“家门口”的社区巴士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连着社区，并通过与干线公交换乘、与地铁进行接驳，社区巴士线路给市民乘车
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青年人才就业专场
招聘会明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 孙卫星）记者昨日从市
人社局获悉，“广聚英才 青春出彩”2023年郑州青年人才就业
专场招聘会将于2月 3日 9：30~12：30，在郑州市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中心新址三楼（尚贤街与中道东路交叉口西北角）举行。该
招聘会为求职者准备了 16000多个岗位，其中，嵩山实验室更
是以最高月薪3万元招贤引才。

据悉，此次招聘会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郑州市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中心承办。活动期间共邀请8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包
括嵩山实验室、河南天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
团郑州科技园、河南众驰富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等80余家知名
企业。活动共提供 16000余个就业岗位，涉及软件开发、金融、
工业设计、节能环保、智能信息、城建交通、电气设计、文化旅游
等多个行业。

此次招聘会将采用“线上+线下”形式举办，线上通过“公
共就业人才”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多平台实时直播，当天未
到场的求职者可关注“公共就业”微信公众号参与直播带岗线
上招聘活动。

郑州新命名85条道路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1月 31日，市政府发布85

条街路巷标准地名通告，新命名的 85条道路主要分布在二七
区、中原区、金水区、管城区、高新区、郑东新区。

据了解，这85条道路，高新区有23条、二七区有22条、郑东新
区有16条、管城区有11条、金水区有8条、中原区有5条。

这些道路中最长的是季夏路，北起仲夏路北段，西转向南至
仲夏路南段，西邻南四环，东邻仲夏路，长3047米，宽 20米。其
次仲夏路，北起郑密路，南至南四环，西邻季夏路，东邻孟夏路，
长 2918米，宽 35米。还有晨明路，西南起康佳路，东北至宜华
环路（规划路名），北邻丹青西路，南邻宜颂路、祥明街，长 2420
米，宽25米。这三条道路均位于二七区。高新区的五龙口后街
最短，西起冉屯西路，东至关山路，北邻泾河东路，南邻漳河路，
长173米，宽20米。

郑州至红旗渠旅客列车
实行“朝发夕归”常态化运营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靳浩）记者1月 31日从国铁集团
郑州局获悉，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月 3日起，国铁集团郑州局
优化调整开行郑州至红旗渠、红旗渠至安阳旅客列车两对，每逢
周五、周六、周日开行。

为方便旅客周末出行，“红旗渠号”列车实行“朝发夕归”常
态化运营，其中，郑州—红旗渠 K8008次 7：00郑州站始发，途
经新乡站、汤阴站，9：43终到红旗渠站；红旗渠—郑州K8007次
18：06红旗渠站始发，途经汤阴站、新乡站，21：10终到郑州站；
红旗渠—安阳K8011/4次 13：37红旗渠站始发，14：20途经汤
阴站，15：08终到安阳站；安阳—红旗渠K8013/2次 15：51安阳
站始发，16：07途经汤阴站，17：36终到红旗渠站。

“红旗渠号”列车开行以来，不仅助力地域经济快速发展，同
时也缩短了省内城市的时空距离。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国铁
集团郑州局红旗渠站加强与属地交通、旅游部门沟通，每逢周
五、六、日开通红旗渠站至太行大峡谷、红旗渠站至纪念馆至青
年洞两条旅游公交专线，加大旅客到达高峰时段出租车、网约车
调配，更好地方便旅客到景区游览观光。

省科技馆新馆
明日再启试压

每天发放5000张免费参观门票

本报讯（记者 李娜）2月 3日起，省科技馆新馆继续面向公
众试压，并采取相应措施，扩大门票预约数量、延长每天开放时
长、增加电影放映场次、提高活动安排密度，更大限度满足公众
参观的多元化需求。

据悉，新馆试压的开放时间为：从 2月 3日开始，每周五至
周日连续试压 3天。每天开放时间调整为 9时 30分至 17时。
场次安排方面，新馆每天发放免费参观门票增加到 5000张，预
售球幕电影门票1300张。

公众可提前两天登录河南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河南省科
技馆票务预约”微信小程序或河南省科技馆官网（www.hstm.
org.cn）在线预约。

我市积极开展
林木病虫害防治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文/图）春季是防治树木病虫害的最佳
时期。记者昨日获悉，我市林业部门备好物资，积极行动，开展
林木病虫害防治，保护造林绿化成果（如图）。

草履蚧是郑州早春发生的主要林木害虫之一。市林业工作
总站筹措资金定制了2000卷拦虫毒胶带，分发到相关县区。全
市各地森防部门也准备了拦虫胶带、农药等物资，并及时对危害
情况进行调查，密切关注发生动态，制定了防治方案。金水区、
新郑市在春节前后组织30余人开展了树干缠胶带工作，防治面
积1000亩。目前，新密市、荥阳市、惠济区等地已组织了专业队
和群众对发生区林木进行阻隔杀虫除治和预防，以阻杀上树的
草履蚧若虫，计划防治13000亩。

下一步，市林业部门将继续加强对草履蚧的监测，准确掌握
其发育进度、虫口密度和具体发生范围，采用树干喷药法等及时
清除被阻隔的草履蚧若虫，最大限度地降低草履蚧的危害。

（上接一版）2022 年，郑州市成功跻
身全国首批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贾鲁
河（郑州段）综合整治工程水质达到自国
家淮河治理以来最好水平，贾鲁河（郑州
段）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美丽河湖”优
秀案例。

饮用水源地排查整治稳步推进，完成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区内 146个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县级以上水源地和“千吨万
人”、乡镇级水源地环境违法问题实现“动态
清零”。

持续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2022 年，郑州市落实耕地土壤污染预

警制度，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纳入考核的重点建设用地共核发
133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涉及 102个地
块，全部完成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持续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全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63%。84个乡镇实现
了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总 干 渠 村 庄 生 活 污 水 设 施 覆 盖 率 达 到

90%；全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率 90%，新增
完成环境整治行政村98个。

“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郑州市作为国家“十四五”土壤污染防

治先行区、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双区”建
设城市，2022年高标准启动双区建设，探索
水土“同管”“同防”“同治”三种防控模式，形
成“预防十治理”“监管十评估”的精准治污
体系，全面完成了年度任务，守护好全市人
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和水缸子。

帮扶企业1400余家次
2022 年，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紧紧围绕

省、市“万人助万企”活动安排部署，锚定“两
个确保”，强化“三标”意识，深入推进“十大
战略”，构建“1＋1＋9”工作体系，制定出台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深化落实“万人助
万企十条措施”持续做好惠企纾困工作的通
知》，全面提高我市生态环境系统企业服务
水平。

对位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

州片区、符合相关规划、规划环评要求的建
设项目以及位于市级以上产业园区、符合园
区规划环评的农副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
65类项目以及灾后重建项目实施告知承诺
审批，项目环评文件受理后不再进行评估审
查，1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全年共对
166个建设项目实行了环评文件告知承诺
制审批。

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深化“一网通
办”不见面审批，提升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开
展集中帮扶，深化“1+N”绩效分级服务体
系，围绕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累计开展帮扶指导37次，帮扶企业1400余
家次，并推荐上报 14家工业企业申请中央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5100余万元。

精准施策，建立“正面清单”制度、无过
错无危害不处罚制度、执法打卡制度等，保
障企业生产经营。

持续开展涉环境问题整改
2022 年，郑州市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

展涉气、涉水专项执法，涉移动源执法，沿黄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危险废物执法监管等。
共整改涉气环境问题 2890个、涉水环境问
题 134个；排查黄河入河排污口 79个、工业
企业 61家，发现污水直排入河问题 2个、工
业企业问题 3个，4个已完成整改，1个持续
整改中；查处涉填埋、丢弃固体废物举报转
办件 37起，与公安共同查处涉环境犯罪案
件3起。

优化监管方式。对正面清单企业采
取豁免、减少现场执法检查，全市已有正
面清单企业 461 家，其中 2022 年以来新
增 25家。

持续开展执法大练兵。2022年，全市
环境问题立案579起，专项打击危险废物类
犯罪案件 19起、重点排污单位在线造假犯
罪案件 2起、涉案超 10人重大违法犯罪案
件2起。

12369 热线有奖举报 2022 年实现“百
万奖金”突破，全年共受理电话、微信、网络
举报 9317 件，办理有奖举报 21 批次 236
件，对梳理出来的 5批 71件重复举报件启
动督办程序。

全市环境质量“成绩单”公布
大气污染防治四项目标圆满完成

平安社区（村）、企事业单位创建均完成省定目标

把平安建设根基打得更牢防线织得更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