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教育法规宣传
地铁专列正式上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

员 李丹 文/图）近日，郑州市妇联打造的《郑
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办法》宣传专列在地铁1号线正式发车。

地铁 1 号线“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规宣
传专列”共有 6 节车厢，车厢内融入“依法
促进家庭教育 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等家庭
教育宣传标语、立法的亮点特色。专列每
天运行 16次，运行时间为早上 6时至晚上
11时，运行周期为 2月 9日至 3月 15日，成
为穿梭在城市地下的移动宣传长廊。乘客
可通过手机扫描车厢内二维码（如图），按
照页面提示学习《办法》全文，了解家庭教
育“郑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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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五小”创新
成果开始评选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张昌
付）记者昨日从郑州市总工会获悉，为激励更多一线
职工投入到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技术攻关、合理化
建议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增强我市企业创新发
展动力，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工信局、市科技局、
市科协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第三届郑州
市职工“五小”创新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在全市各
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开展职工小发明、小创造、小
设计、小革新、小建议等“五小”创新成果评选活动。

《通知》明确，全市将评选产生第三届郑州市职
工“五小”创新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 60
名。创新成果一等奖获得者贡献特别突出的，可按
照程序申报“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按照评选要求，全市各级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
均可参评，参评成果可以是个人独立完成，也可以
是 2人以上共同完成，参评成果作品须注明参与项
目的人员名称(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
同时要求，参评作品必须独立完成，有关知识产权
等法律责任由参评人自负。报名时间为 2 月 9 日
至 3月 17日。

评选类别主要有产品类、设备类、工艺类、成本
与管理类、环保与节能类以及管理服务类。职工创
新成果以实物、图片或书面形式真实总结，填报参评
申报表，组委会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企事业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综合评审，根据其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提出成果等级建议名单，报组委会审核。根
据组委会统一安排，选择适当时间和地点进行展示，
最终确定获奖创新成果。

根据《通知》，对成绩优异者进行表彰奖励。其
中，一等奖 10 名，奖金各 10000 元；二等奖 20 名，
奖金各 6000 元；三等奖 30 名，奖金各 4000 元，颁
发荣誉证书。对评选活动中组织发动和参评等方
面表现突出的 15家单位，授予“优秀组织单位奖”
荣誉称号。

“火焰蓝”进校园

“开学第一课”讲消防安全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春荣 文/图）为

全面做好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10日上午，中原
区消防救援大队到培杰幼儿园开展“开学第一课”，
消防知识进校园活动。

上午 9时 40分，消防疏散演练正式开始。各班
老师迅速带领孩子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扶墙有
序逃生，向指定安全地点疏散（如图）。演练结束后，
消防宣传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为
师生详细讲解火灾的危险性和预防火灾的重要性、
发生火灾如何正确拨打119、火灾如何正确逃生、灭
火器材如何使用等知识，并叮嘱小朋友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玩火，时刻注意自身安全。

舞剧《水月洛神》
全国巡演走进重庆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时立谦 姚世敬）2月

10日、11日晚，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获奖作品、
舞剧《水月洛神》在重庆大剧院上演，来自郑州歌舞
剧院的演员用酣畅淋漓的舞蹈带领观众领略 1000
多年前建安诗歌的雄伟气象。

舞剧《水月洛神》由郑州歌舞剧院倾力打造，由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舞蹈理论家冯双白编剧，中国
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编导佟睿睿执导，曾获第八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该舞剧以曹植的传世名篇《洛
神赋》《七步诗》为依托，巧妙地将“诗、书、礼、乐、舞”
融汇一堂，让观众感受古风古韵之美。

该剧分为上下两个半场，通过现实与梦境将曹
植的经韬纬略、盛世才情与凄悲的命运勾勒出来。
在近两个小时的表演中，既有细腻柔软的“众口铄
金”场景，也有气势恢宏的“朝贺”“芙蓉池”画面，情
节生动。尤其在尾声舞段“仙境”中，被放逐的曹植
来到洛水边，缓缓走向美丽的洛神。配着精致的舞
台背景、美轮美奂的光影效果，曹植在洛河岸边写下
千古名篇《洛神赋》的绝美场景呈现在观众眼前。

据悉，舞剧《水月洛神》在重庆大剧院完成两场
演出后，将前往贵州、深圳、广州、上海等地进行巡
演。“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始终怀着一份使
命感和敬畏心，用舞蹈艺术的方式呈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郑州歌舞剧院院长
孙书杰表示，他们正在筹划创作体现中华传统文化
的舞剧《唐宫夜宴》，希望让更多观众走进剧院，通过
舞蹈艺术感受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春风送岗”女性专场
线上线下陆续登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李丹）就
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记者近日从郑州市妇联获
悉，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和省
市关于就业工作的部署要求，连日来，我市各级妇联
围绕 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春风送真情 援
助暖民心”活动主题，针对不同行业广大女性就业需
求，在全市持续开展“春风送岗”女性专场线上线下
招聘活动。

全力拓宽就业渠道，推动家政行业提质扩容。市
妇联、市人社局等单位联合开展“2023年春风行动家
政专场招聘会”。郑州阳光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河
南家可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市爱子缘母婴护理
中心等31个涉及母婴护理、居家服务、养老护理、保洁
清洗、整理收纳类的家政企业参加本次招聘，提供家政
服务、餐饮服务、月嫂、育婴师、家电清洗、办公室文员
等岗位4500余个。

中牟县妇联、县人社局等单位联合组织开展
“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河南专场活动郑州市
分会场”大型人才招聘会，参会企业有河南万邦、河南
建业、郑州日产等31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
其中近 50%是特定女性岗位，主要涉及教育培训、金
融保险、家政服务、母婴、餐饮、物流、房地产等多个行
业。荥阳市妇联、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多部门联合举
办“春风送真情 援助暖民心”荥阳市 2023年“春风行
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26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累
计提供就业岗位万余个，吸引了 3万余名求职者。上
街区妇联、区人社局、区民政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上街区
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现场招聘专项活
动，20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涉及家政服务、母婴护理、
物业、文职、财务、销售等多个不同岗位。

据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八”节前后，市妇联
还将与相关部门联合陆续开展“雏凤助飞 筑梦启航”
女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春风送岗 职为她来”专场招聘
会、“新产业新职业新动能‘就在绿城’郑州市‘庆三八’
女性专场线上招聘会”。各开发区、区县（市）妇联也结
合当地女性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春风送岗”招聘会，
帮助更多女性实现就业梦想。

（上接一版）譬如毗邻交通枢纽站、商圈、

景点的地铁车站客流增长趋势明显，二七广场

站、东风路站等商圈人气迎来“狂飙”。数据显

示，春节后一周，二七广场站、东风路站、关虎

屯站等商圈车站日均进站量为 3.11 万人次、

2.21 万人次、2.01 万人次，与春节前相比增幅

分别为26.20%、40.59%、73.84%。

地铁拉动的人气在消费上也得到印证。

据省商务厅数据显示，河南省消费市场年味儿

足、人气旺、购销活跃，总体呈快速回暖态势。

重点监测的 302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

27.87亿元，同比增长15.7%。

元宵佳节期间，郑州地铁挤满了“上班族”

和享受假期生活的市民，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携人伴月，俯瞰郑州城，一片热闹气氛。

东望，作为城市“夜经济”中流砥柱的郑州

CBD，近期也迎来人流激增。元宵节期间，上

万名市民涌进CBD观灯赏月，纷纷感慨：好久

不见的郑州“烟火气”！

西眺，“郑州眼”点亮中国红，恭祝全国人

民元宵节快乐！作为郑州新地标的CCD区域

内，烟花璀璨，人们摩肩接踵、逛小吃一条街、

赏灯观花，好不热闹。

北看，东风路站商圈内依然是“人从众”。

作为网红打卡地的正弘城内，巨幅春联引得市

民纷纷合照打卡，猜灯谜、购元宵，又是一波消

费小高峰。

南观，二七火车站内南来北往的商人越来

越多，有的不远万里来郑州洽谈新年第一单、

有的走出郑州，南去北至，寻求新年合作。每

个人都在奋力博发、期待着 2023年的“钱兔”

似锦。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二七广场南面围挡的

拆除，目前从二七广场站D口可直达二七塔以

及德化街，交通升级改造后的德化街也再现人

流聚集。二七商圈内人流攒动，多家食品、饰

品店门旁排起“长龙”。

在德化新街，年前刚盘下一个摊位主营糖

葫芦的赵珍花对于地铁人气回升所带来的消

费热度颇有感触。“相比之前，明显感觉人多了

起来，周末时更是人挨着人，店里人手都不够

了，上周末让我女儿也来帮忙。”赵珍花说。

同样，在二七广场附近经营一家旅店的马
女士也表示，春节假期过后生意明显热闹起

来。“我在这干了十几年了，虽然相较于三年前

的营业状态还有点差距，但春节后看到猛增的

人流，我对今年的生意很乐观。”谈到今年的计

划，马女士充满信心。

地铁拉动客流数据“狂飙”背后，凸显的是

郑州经济再次赋能。地铁作为媒介，连接的除

忙碌的班次外，带动的还有郑州的各行各业。

人先动起来，消费的苗头才会燃起来。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进才

说：“从郑州攀升的地铁数字可以探究城市经

济复苏迹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郑州经济

发展的动力在不断提升。郑州地铁重返‘百万

级别’已经释放出一个先行向好的信号，是转

向居民日常正常化的标志，可以看出郑州的潜
力以及向好的一个变化。”

客流猛增，低碳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地铁客流的回升，也反映出节能减排、绿

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正融入人们的生活，绿色、

环保、便捷的地铁成为众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不

二选择。

“每天的公共交通费用大约是 15元，每个

月通勤 22天，通勤费只有 330多元，还省下一

笔油钱。”乘坐地铁 1 号线上班的刘阳说，虽

然已经买了车，但日常通勤依然将地铁作为

首选。

“郑州的地铁线网日渐完善，主城区的东

西南北几乎都能覆盖，作为‘上班族’，乘坐地

铁上下班十分方便。”郑州市民曹丽说。

近十年间，郑州地铁驭风呼啸而过，不仅

带来了一城的通顺畅达，也串联起郑州人民的

幸福生活。

在刘岩看来，选择地铁绿色出行的市

民越来越多，乘客文明守则的好习惯也越

发凸显。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大家都能有序排队，

良好和谐的乘车环境，让绿色出行不断扮靓郑

州这座城市的‘流动风景线’。”刘岩说。

可见，地铁拉动的不仅是人与客，也在拉

动着郑州迈进绿色出行的时代。

地铁客流持续攀升 单日突破150万人次

流动的郑州充满勃勃生机升腾澎湃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