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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公交“双网”融合

中学校园有了“直通车”
本报讯（记者 张倩）29日，记者从郑州地铁运营分公司了解到，

为积极推动公共交通体系综合发展，郑州地铁 4号线不断探索扩大
服务辐射范围，强化公交地铁融合、衔接，提高“双网”换乘效率，乘
客出行更加便捷高效。近日，在郎庄地铁站C口，郑州地铁4号线郎
庄站至郑州二十九中公交+地铁“校园直通车”正式开行，这是一条
专门为郑州二十九中师生新增的区间接驳车，最大限度地发挥地铁
辐射带动作用，做到公交接轨地铁“点对点”护送，让学生出行实现
从服务覆盖到服务精准的转变。

郑州二十九中学距离地铁 4 号线郎庄站约 3 公里，在校师生
1900余名。周边开行公交受行车间隔大、距离学校远、站点多等多
重制约因素，学生出行不便。公交+地铁“校园直通车”开通后，通过

“定点、定时、定车、定线、定人”的方式，实现了校园直达地铁站的
“一站式”无缝接驳，真正为学生系上了“安全带”。

郎庄地铁站口设置“校园直通车”接驳停靠点，设立告示指引，
将学生出地铁口步行距离缩短至5米范围内。

四时最好是三月，春光似酒惹人醉。
随着郑州气温升高，公园、广场的桃花、紫
荆、郁金香、丁香正花开似锦，牡丹、芍药、
月季即将登场，郑州市园林局提醒市民，爱
花的人们请抓住郑州春季赏花好时节，饱
览满城春色，不负大好春光。

让花遇见你在它最美的时节

从五一公园西门入园，近百株晚樱竞相
绽放，大片粉红色的花瓣开满枝头，一簇簇、
一枝枝，密密匝匝，娇艳欲滴，引来游客在林
中穿梭拍照，陶醉在“粉色浪漫”中。除了晚
樱，园内的桃花也正在盛开，如诗如画，春风
拂过，飘来淡淡的幽香，让人心旷神怡。

郑州植物园可谓赏花观树的宝藏公
园，这里的美人梅、玉兰刚刚开败，西门附
近蔷薇园内，400余株桃花正在盛开，树态
优美，枝干扶疏，花朵丰腴，色彩艳丽，灿
若锦绣。公园南门庆典广场东侧，近千平
方米金黄的油菜花正在盛开，仿佛闹市田
园，令人心情放松，吸引不少游客拍照
留念。

郑州市动物园内，桃花正处在盛花期，
广场北侧桃花林、鸳鸯湖桃花街一片花海，
满天红、菊花桃、垂枝桃、迎春、品霞等 50
多个品种 1000多株桃花灼灼绽放，可爱深
红爱浅红，满园春色令人流连忘返。

人民公园内，郁金香缤纷绽放，嗅着浓

郁的花香，徜徉于花田小径间，“人在花中
走，如在画中游”的美妙感受油然而生。

郑州市碧沙岗公园南广场和环路两
侧，40余株丁香清丽绽放，淡淡的幽香尤其
受人喜爱。

西流湖公园的照手桃正处于盛花期，
楚楚动人的红色花朵挤挤挨挨，缀满枝丫，
花香袭人，令人物我两忘。远远望去，如一
片片红霞，与湖边的新柳交相辉映，桃红柳

绿，煞是好看。
紫荆花依然盛开，紫荆山公园有 9000

余株，青少年公园有 300余株巨紫荆。枝
枝紫红，成团成簇，寓意家庭团结兴旺。

4月 牡丹月季压轴登场
即将到来的 4月，牡丹、芍药、月季将

陆 续 绽 放 ，郑 州 市 两 大 花 展 即 将 压 轴
登场：

牡丹花展将于上中旬开幕。牡丹为毛
茛科芍药属植物，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
王”的美誉，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富贵吉
祥、繁荣兴旺的象征。郑州多个公园种植

有牡丹，其中郑州植物园西门内牡丹园收

集牡丹品种 400个、4万余株，芍药品种 30

个、千余株。碧沙岗公园西门南侧栽植有

牡丹 70多个品种 12000余株，人民公园西

门附近也种植有牡丹。

市花月季将于 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

届时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月季花展。郑州

月季遍布大街小巷，郑州市月季公园、郑

州植物园是集中观赏点。其中，月季公

园栽植月季 40万株。郑州植物园月季园

收集展示丰花月季、藤本月季等各类地

栽月季 697 个品种，涵盖球形、杯状、坛

状、莲座形等 8大花型，红、粉、白、黄、绿、

橙、蓝、黑及复色 9大色系，既有传统的中

国月季，又有引进的欧美月季、日本月

季，还展示有各种树状月季及郑州植物

园自育品种。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文
郑州市园林局 供图

满城飞花正当时 可爱深红爱浅红？
桃花、紫荆、丁香花开正艳 4月牡丹、芍药、月季即将登场

人民公园郁金香盛开人民公园郁金香盛开

动物园里桃花灼灼动物园里桃花灼灼

《黄河保护法》进车厢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靳涛 文/图）《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

保护法》将于2023年 4月 1日起实施，为进一步加强黄河文化保护的
传承和弘扬，郑州公交B3路驾驶员周兵在自己驾驶的车厢内设置了
《黄河保护法》相关元素，呼吁更多人加入到保护母亲河行列当中。

3月 29日上午，周兵在车厢内不停地忙碌着，只见他将《黄河保
护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摘抄，还制作了与《黄河保护法》相关的宣
传海报，粘贴于车厢内醒目位置，让广大乘客在日常出行过程中也
能学习和了解《黄河保护法》相关内容。“看到这辆公交上张贴的《黄
河保护法》摘选，我的心里感慨万千。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保护法》的实施，对黄河的治理和保护又多了一道保障。作为炎黄
子孙，我们有义务更有责任来共同承担起保护黄河的责任。”乘客张
先生说。

周兵介绍称：“为了让更多人树立保护黄河意识，在《黄河保护法》
实施前夕，我将相关内容搬到了公交车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精彩呈
现，可以让广大乘客利用日常出行时的碎片化时间，学习保护黄河的
相关法律知识，用实际行动保护好黄河生态和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上接一版）因花结缘，2007年，刘小
强收获了爱情，还在陈寨花卉市场开了花
店，生意红火，后来搬到现在的花店。环
顾市场，刘小强说：“这里一大半都是我的
学员”。

刘小强表示，他现在月收入都在万元
以上，身体状况也有了好转：“我原来都没
法下蹲，右手也够不住头，但现在都不成
问题了。”这得益于这插花手艺，“不仅锻
炼了身体，还可以养家糊口，成就了我的
家庭和事业。”

刘小强说，除了经营自己的花店外，他
现在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更多
人，帮助更多的残疾朋友实现创业就业。

“如果没有残联的就业培训，我这一
辈子都不会和花花草草结缘。”对于各级
残联对他的帮助，刘小强充满感激。而像
刘小强这样身残志坚的人还有很多。

据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年会针
对残疾人的身体状况，举办多期各类培训
班，培训结束后，还举办各类技能大赛来
检验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果，为残疾人
再就业铺路。

家里的困难，政府都替我们想到了
走进管城区郑新里社区的白女士家，

虽然有些拥挤，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厨房里
热气腾腾，她的两位姐姐正在忙着做饭。

白女士今年 60岁，多重二级伤残，离

异无子女，无劳动能力，与 90多岁老母亲
生活在一起，平时都是靠两位姐姐轮流
照护。

“家里的困难，政府都替我们想到了，
平时遇到点小困难我们自己也可以克
服”，白女士的两位姐姐说，辖区街道、社
区平时都特别关照她们，“他们经常上家
里看看，嘘寒问暖”。

“我家妮妮今年 9 月份上初中，孩子
现在健康又活泼，多亏了郑州慈善总会

‘祝福儿童血液病康复基金……’”妮妮的
姨妈刘女士说，孩子一直跟着她生活，后
来被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得知需要
一笔高昂的医疗费后，感觉天都塌了，幸
有“祝福儿童血液病康复基金”了解情况
后，现场给予 60000 元救助金，支持她顺
利完成治疗。

据介绍，郑州慈善总会“祝福儿童血
液病康复基金”自 2014年设立以来，救助
了 179名血液病患儿，发放救助金近 800
万元，其中157人获得缓解，120人回归社
会、回到校园生活。

来自郑州慈善总会数据显示，2022
年至今，慈善基金在运行 137 个，实施慈
善项目 28个。包含助力乡村振兴、助学、
助医、助残、助老、济困、困境儿童帮扶等
不同领域。慈善基金精准救助 20378人，
救助金额 1761.38 万元。慈善项目支出
5400万，惠及困难群众20万人次。

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低收入群体
据介绍，2022年，全市为 15674名困

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 2256 万元，为
59637 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7156
万元。为 5.5 万名残疾人发放补贴资金
1.9591亿元。为全市1310名“三无”残疾
人发放生活救助587万元。投入资金279
万元，实施“阳光家园计划”，为882名残疾
人提供机构托养、居家托养和日间照料服

务。投入资金336万元，救助3110名低保

家庭精神病患者。为33449名视力听力言

语残疾人发放通信信息消费补贴 1204万

元。2023年，郑州市残联将密切关注残疾

人生产生活状况，将易返贫致贫残疾人作

为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重点

人群，精准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

郑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去年年底，全市救助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49586 人，发放低保救助金 3.12 亿元；救

助保障特困供养对象 13329人，发放特困

供养金 1.82 亿元。全年临时救助困难群

众 4682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 677.8 万

元。全市认定低保边缘家庭 647户、1588

人。去年 12月底以来，下拨分配省级、市

级社会救助资金共 5403.52万元，统筹用

于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资金保

障，有效确保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开展“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

活动以来，全市新纳入低保对象 184 人，
新纳入特困人员33人，实施临时救助241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49.4万元。向全市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对象发放冬季取
暖补贴 627.77 万元；向 66665 名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139.9965万元；向市城区低
保户、分散供养特困户发放电价补贴
33.52 万元；向因疫致困区域内老幼病残
孕等特殊困难群体发放物资包、防疫包各
4500份；向市内八区 25000名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孤儿、重度残疾
人、部分独居老人等困难群众发放每份价
值100元的食品蔬菜包。

今年，郑州市将健全低收入人口主动
发现救助机制。推动困难群众动态管理监
测预警机制建设，依托基层组织和各级社
会工作服务站（点），开展常态化排查走访，
及时对困难家庭进行救助，逐步实现社会
救助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面贯
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郑州市民政、社保
等部门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织密扎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网，通
过夯实社会救助整体工作，使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低收入群体，让人民群众扎
扎实实提升获得感与幸福感。

情系百姓问冷暖

（上接一版）2019年，中原动力在郑东
新区中原科技城挂牌。“经过考察和调研，
我觉得这支团队在河南属于机器人研发的
第一梯队，在国内与同行业相比有不可小
觑的实力。”于是，冷洁来到了郑州。

当前，冷洁和同事们的最新科研成果
——城市管养系列机器人，已在郑州市区

“上岗”，为“人工智能+城市管养”增添了无
穷动力。

如今的冷洁，已在郑州结婚安家，甚至
喜欢上了口味辛辣的胡辣汤。“选择来郑州
工作，是看到了郑州各方面政策的诚意；留
在郑州生活，是切实感受到了郑州落实政
策的执行力。郑州的人才政策非常贴心，
连吃住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后顾之忧，我可
以一心扑在研发工作上。”用她的话说，在
郑州实现了“事业有着落、感情有结果、爱
情有结晶”。

像冷洁一样，被郑州的人才政策和产
业所吸引的青年人才，并不在少数。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人才总量达
到 201.6 万人，占全省人才总量的 16.7%，
累计培育高层次人才 566 人，支持五批创
新创业团队项目 450个，推荐培育两批优
秀企业家 1082名。2022年引进高校毕业
生 21.4 万 名 ，其 中 海 外 优 秀 青 年 人 才
1355名。

“以后，郑州就是我的家”

严伟，老家在湖北。大学毕业后，他去了
杭州一家知名的IT公司工作，并且被当地认
定为高层次人才。坐拥西湖美景，又有高薪

傍身。可是，2022年 4月，他放弃了工作了
10年的杭州，来到了郑州开启新事业。

他如何作出这般选择？是因为郑州的
智联网信息技术产业。

在郑州西郊天健湖公园斜对面，是郑
州高新区天健湖智联网产业园。产业园的
核心区，有栋椭圆形楼，这里就是严伟所在
的紫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及紫光计算机
全球研发实验室。

紫光计算机行政部总监李楠告诉记
者：“我们这里大多数技术人员都在北上广
深等一线城市工作过，他们汇聚到郑州，带
来了经验，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我了解紫光计算机，也看到了郑州对
紫光计算机的大力扶持。企业发展潜力巨
大，这样的工作机会不能轻易错过。”严伟
说。工作越来越顺手的严伟，正在谋划着
让妻子和孩子也来郑州。“以后这里就是我
的家。”他说。

吸引严伟的，是郑州提供的“平台”。
引才聚才，最重要的是为人才搭建发

挥才能的平台，为人才提供实现梦想的舞
台。我市把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
战略摆在“十大战略”首位，致力于打造国
家创新高地和全国重要人才中心，聚焦人
才培养、引进、评价、待遇、使用等关键环
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营
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

“我们看好郑州的未来”

2022 年 9月，一个初秋的日子。这一
天，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在郑东新区

举行。
为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的引领作用，

河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聘请 8
名顶尖科学家担任“河南省实施创新驱动、
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首席科学家”。

这 8位“首席科学家”是谁？名单列出
来，个个响当当——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州
大学校长李蓬，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大学
校长张锁江，中国工程院院士、嵩山实验室
主任邬江兴，中国工程院院士、神农种业实
验室主任张新友，中国工程院院士、龙门实
验室主任樊会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原关
键金属实验室主任何季麟，中国工程院院
士、龙湖现代免疫实验室主任张改平，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原食品实验室主任任发政。

张改平说，如何做好实施“第一战略”
的首席科学家，发挥引领性和标杆性作用，
是他思考的课题。

张新友说，郑州招才引智的热情正空
前高涨，创新环境也日益改善，吸引了大批
人才聚集郑州，相信郑州的创新发展一定
会取得更大成绩。

是的，在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方面，郑
州正在取得更大成绩——

拿中原科技城来说，持续推进河南省（中
原科技城）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特殊机制、特
殊政策落实，仅2022年，新引进中航建设集
团华中总部、京东科技中原总部、微软云暨移
动创新培育中心等高质量项目156个，已落
地华为中原区域总部等项目95个。

拿高校研究院来说，高标准规划建设
一流大学郑州研究院，组建工作专班，研究

制定规划选址、投资运营管理等工作方案，
省市联动打造全省创新资源和人才集聚的
引领性载体。

拿海外人才平台来说，揭牌河南欧美
同学会郑州海创中心，积极申建“欧美同学
会中部海创中心”。完善提升高新区、经开
区、航空港区留学人员创业园，放宽海外留
学人员享受人才生活补贴户籍限制，对符
合条件的留学人员申报重点产业急需紧缺
人才给予加分支持，扩大留学归国人员来
郑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和创业启动项目
支持数量，积极吸引更多优秀的留学生来
郑创新创业。

拿政策来说，先后发布《郑州市稳就业
若干政策措施》《郑州市用人单位招用应届
高校毕业生补贴实施细则》，为青年就业保
驾护航。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促就业活
动，大力开发就业岗位，高质量推进“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深入开展青年创新
创业行动，为青年送上包含 10条“青年人
才新政”的政策“大礼包”，推动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拓展就业创业空间。大力推行青
年人才补贴政策等。

如今的郑州，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
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
局面正在徐徐铺展，唯有如此，郑州方能在
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实现直道冲刺、弯
道超车、换道领跑。

如今的郑州，人才环境和创新生态越
来越好，更多“千里马”在中原大地上竞相
奔腾，无数青年人的才华和梦想在中原热
土上竞相绽放。

选择郑州，因为“相信”

“一站式”会诊、转诊；院内“智能导航”；
医保电子凭证全场景应用……

我省出台系列服务措施
让群众“便民就医少跑腿”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了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医疗服

务，河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省医疗保
障局联合发布通知：在河南全省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和三级公立医
院中推行“便民就医少跑腿”系列服务举措。这是昨日记者从省卫
健委获得的信息。

“一站式”会诊转诊确保患者救治及时有效

推行会诊转诊一站式服务。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畅通上
下级医疗机构之间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开展院内多学科诊疗模式，提
供一站式会诊转诊服务。对于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患者，将充分
发挥医疗联合体协调联动作用，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院内就诊可享全方位“智能导航”

推行院内智能导航服务。引入医院智能导航系统，开通手机
APP、支付宝小程序或公众号导航功能，在医院楼宇大厅、病房等设
置醒目标识或电子导航看板等，为患者提供就诊区域建设平面图、
科室分布图，实施路线查询等服务，帮助患者快速精准就诊。有条
件的医院可推出机器人服务，为患者提供多样化导航方案。

门诊患者医技检查24小时内完成

推行门诊患者医技检查 24小时内完成服务。改善医技检查科
室就诊持续和工作流程，建设医技检查集中预约信息平台，对门诊
及住院患者实施分类管理，采取分时段、分类别及分专业预约，统筹
安排检查时段，多个检查项目尽可能一次完成。24小时内完成医技
检查，检查检验结果实行电子化流程和共享。

医保电子凭证全场景应用

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全场景应用服务。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建档、
挂号、诊间结算、取药、报告打印及购药等就医全流程应用，不断丰
富应用场景。推广医保移动支付和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应用，实
现医保费用线上混合支付，线下刷脸便捷支付，进一步提升参保群
众就医体验。

让患者缴费即时化、便利化

开通诊间支付服务系统，门诊电脑终端配备支付设施，在处方、
检查检验申请单上印刷缴费二维码，或使用医院APP、微信公众号、
支付宝小程序，实现患者缴费即时化、便利化。

上线病区结算系统，连通医院信息系统和医保支付系统，实现
出院患者病区内即时结算住院费用、即时一站式报销、即时提供电
子发票。探索实施电子化一日结算清单等。

病案复印线上线下一体化

推行病案复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通过现场、医院官网、支
付宝小程序等平台，开通病案复印预约功能，使患者在现场、手机移
动终端办理出院病案复印申请、费用支付、预约自提等业务，有条件
的医疗单位可探索网上病案查询及报销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