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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中心
校区南北院连接通道建设工程施工需要，将对相关区域
路段进行临时交通导改，详情如下：

翠竹街与垂柳路新建人行天桥工程钢桁架梁吊装施
工，位于翠竹街与垂柳路交叉路口，翠竹街南侧垂柳路
上，施工期限：自 2023年 4月 22日零时起，工期约为 2
天，施工期间将占用此路口翠竹街南侧垂柳路全部车道，
届时，北向南车辆改道池南路翠竹街通行，南向北车辆自
科学大道与垂柳路交叉口绕道通行，东向西车辆及西向
东车辆正常通行，待施工完毕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
从交警指挥，合理选择出行道路，注意出行安全。在此期
间，给广大市民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3年4月19日

关于翠竹街垂柳路人行天桥工程
交通导改的公告

全国首批！

巩义市明月村成为全国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周雅静）记者昨日从巩义市获

悉，该市米河镇明月村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级典型案例，为河南省唯一入选村庄。

以前的明月村，是巩义市有名的“四最”贫困村——海拔最
高、面积最大、收入最低、人口最少。村子实施整体搬迁之后，森
林覆盖率达到99%以上的老村，选准了“旅游+”“生态+”产业发
展路子。2016年，投资 30亿元的明月文化旅游度假区建设项
目签约启动，明月村紧紧围绕项目建设，积极谋划发展集体经
济，成立了村办企业巩义市明月惠民农业有限公司，逐步探索实
践出“土地流转、资源开发、乡村旅游、服务创收”四种发展路径，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收入。

如今的明月村，凭借自身自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科学开
发，建设了集在地艺术、文化休闲、田园亲子、度假康养、山地运
动为一体的综合山地型艺术度假村——里山明月度假区。
2022年明月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0.12万元，全村群众每人每年
可得土地流转金及股金分红2300元。

（上接一版）也发展为我国古代儒学发展史
上的一座丰碑。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朱
熹、吕海等在此讲学，并留下了“程门立雪”
的励志美谈。曾在嵩阳书院求学的张载写
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司马光在这
里创作彪炳千秋的《资治通鉴》……

“嵩阳书院有着近千年的讲学历史，在
这个过程中，它始终坚持一种开放、创新的
态度，不仅传授儒学经典，还传播经邦治国
思想、特别注重学生的品德修养，可以说，
它是一座书院，但不仅仅是一座书院。”朱
建平告诉记者，嵩阳书院在我国古代教育
史上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发生过举足
轻重的影响，对传播中华文明和培养造就
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大众共识。
南宋学者王应麟在《玉海》中把应天府书
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
为宋代四大书院。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嵩阳书院，
凭借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
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

家文化的标本。

国学基地“活”起来
近年来，伴随着研学活动的升温，嵩阳

书院拥有的丰富历史文化、独具一格的文
物遗迹，吸引游访览胜者、体验“穿越”者络
绎不绝。

“北宋时期，嵩阳书院是众多文人学子
向往的地方，其地位和影响力完全可以媲
美现代的清华北大。今天的青少年能够在
这里参加一场‘入泮礼’、表演一场经典诵
读，都是很有仪式感、很有意义的事。”登封
文旅集团嵩山公司市场营销部周燕燕介
绍，嵩阳书院简洁中不失雅致，古朴中尽透
书香，先师祠、讲堂、道统祠、藏经楼、程朱
祠、书舍、学斋等建筑古色古香，还原了古
代书院的建制，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和国学
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国学文化，书院还专
门定制了“书香传家·亲子共读”、“开笔
礼”、青少年研学游、古代科举考试实景体
验等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
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当前，嵩阳书院尝试更多地与现代教
育、旅游等产业结合，体现出了独特的活
力。”登封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嵩阳书院保存了传统书院的建筑布局，
除道统祠为歇山顶以外，其他建筑均为
硬山卷棚布瓦顶，建筑风格上具有浓厚
的河南地方特色，还保存有《大唐嵩阳观
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等古代石刻 15 品，
这些文物遗存在国学研学活动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价值。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嵩阳书院，每次来
这里心一下子就能静下来，似乎唤醒了我
内心深处的关于中华文明的渴望与认同。”
在嵩阳书院，记者偶遇前来参观的游客王
先生，他饶有兴致地看着书院内不时出现
的汉服少年，不时拍下一张张照片，“嵩阳
书院的国学氛围很浓厚，在这里走一走，脚
下的土地就是古圣先贤们曾经走过的，感
觉真的很特别。”

燎原星火终璀璨
“我们身后这株 4500年树龄的古柏，

是由一颗种子发芽而长成的，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古柏代表一种形象，反映了嵩山地
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也见证了文明
的交融。”2019年 9月，美国罗尔斯顿学院
院长斯蒂芬·布莱克伍德前来参加嵩山论
坛年会，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相聚在嵩
阳书院4500年树龄的将军柏下，他思接千
载——致力于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
嵩山论坛在登封举办期间，多次将嵩阳书
院作为全球众多学者坐而论道的特别会
场，其深意不言而喻。

“嵩阳书院始终传递着兼容并包的开
放精神、始终传递着不囿成说的创新精
神、始终传递着立德为先的人文精神，这
是它历经千载而风采依旧的精神内核。”
登封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登
封市文旅部门在积极做好嵩阳书院保护、
开发和利用工作的同时，也在进行书院文
化的挖掘和梳理，并将之融入旅游产业、
带动行业产业链延伸，使嵩阳书院不断丰
富和更新书院文化，在新时代继续散发出
迷人光彩。

书院嵩阳景最清

（上接一版）
——聚焦文旅文创融合，高起点高质

量推进商代王城遗址3平方公里核心区建
设，通过商业项目与历史文化、现代技术与
文物遗存的有效嫁接，倾力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起步区和承载区。

——聚焦历史文化遗存具象化活态化
展示，结合商代都城遗址历史文化街区建
设，坚持“科技赋能，美学点燃”，完善机制
沉下去，大干快上赶进度，不断提升知名度
和吸引力，让社会认知管城、感知商都。

——聚焦“项目嫁接，区块链接，古建
对接”，强化“三标”引领，通过“一带一园
六街六片区”更新改造，打造“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文旅品牌，推动老城复兴、
古都新生，打造世界级大遗址保护典范、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
地和国家中心城市高品位文化主地标和城
市会客厅。

亳都古巷文化片区，是商代王城遗址
核心板块最早开工的一个片区。在项目建
设现场，机械来回穿梭，塔吊左右开工，上
百名工人坚守一线，主体结构正在加紧施
工。中建八局亳都古巷文化片区项目总工
程师孙崇威告诉记者：“该项目计划6月底
主体结构封顶，整体建筑明年年初完成，明
年国庆节开街展示。”

建设中的亳都古巷片区英姿初现，一
条定位中原雅致文旅街即将化蛹成蝶，“六
街六片区”已具雏形，沉寂的历史文化在这
里“活”了起来。

如今，商都考古遗址公园、宫殿区遗址

公园建成开放，商都遗址博物院、文物考古
研究院开馆迎宾，东城垣博物馆、东南城垣
考古研学中心即将投用，商都文化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吸引力不断提升。

管城经开区火力全开
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管城

区坚持以核心板块建设为抓手，推动产业
集聚发展，打造经济增长点、发展支撑点、
建设新亮点。

走进管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机械轰鸣、
塔吊林立，施工紧张有序，园区综合体火力
全开，一派繁忙景象。2004年成立的管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首批省级产业集聚区，
2020年被确定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
全市32个核心板块之一。

作为管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6个“园中
园”项目之一的金岱智慧产业园，是河南省

“三个一批”签约重点项目，郑州市第一批
重点建设小微企业园项目。该产业园工程
项目经理叶刘杰介绍，园区规划有独栋研
发、独栋厂房、分层厂房和产业大厦等产
品，旨在打造一座能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
满足企业生产、研发、办公及展示等需求的
品质园区。目前，园区一期项目主体全部
封顶，2023年，园区产业大厦正式启动，从

“孵化”到“加速”助力中小企业成长，实现
快速发展。

近年来，管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规
划引领，牢牢把握公路、铁路、航空、轨道交
通的立体交通优势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先后完成 17家低端业态的外迁，腾挪

出 2235亩土地资源。坚持以“微循环”畅
通“大循环”，实现基础配套“一天一个样，
每天不一样”。总投资 5.7 亿元完成文治
路等5条主干道的综合改造，形成“九横三
纵”交通路网；新增46万平方米绿地公园，
勾勒“两环三谷多廊道”生态体系。通过紧
抓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商贸服务业、汽车
及零部件三大主导产业谋篇布局，抓实企
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营
造全产业链生态体系，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目前，开发区“四上企业”达 114 家。
2022年来，与中铁七局五公司、中科天问
等 6 家实力雄厚的企业完成项目签约，
2021年以来签约额达 120亿元，促进区域
品质能级不断跃迁蜕变。市场主体满意度
持续位居全市前列。

郑州南站正在成长
位于豫一路与豫兴路附近的小李庄，

就是郑州南站的“主战场”。随着豫一路、
豫兴路等多条道路建成通车，市政道路修
葺一新，市政景观全部更新，整片楼房拔地
而起，共同撑起了未来的发展前景。

当下，郑州南站基础设施加紧推进，郑
州南站枢纽产业园、郑州南站青年双创科
技园等 4个项目落地有声，一个现代化站
城一体的火车站正在成长。

据管城区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今年将提速郑州南站枢纽产业园进度，
聚焦医疗产业组团、东广场产城组团、潮河
生态组团三个首开区域，加快推进44个总
投资 342.3 亿元项目建设，加紧建设扶轮

外国语中学等29个基础公共配套项目，青
年双创产业园等 4个项目选址落地，中国
储运（郑州）产业园项目主体竣工。郑州南
站，正在构筑现代经济新优势，点燃经济发
展新引擎，带动郑州南部片区产业开发。

恰逢春风里，大地焕新彩。在“民企看
郑州·同心谋发展”走进管城招商推介会
上，管城区主要领导推介“新三板”的坦诚
之语，引起了在场企业家的共鸣。商代都
城遗址文化区，管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郑
州南站，已经成为投资兴业热土。

近年来，管城区紧紧围绕产业兴区发
展路径，积极融入发展大局，树立大抓营商
环境鲜明导向，相继出台“稳企纾困13条”

“稳经济促增长 22条”“产业发展 36条”等
系列帮扶政策，营造亲商、重商、安商的软
环境。去年，291个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
资进度109%，44个“三个一批”项目开工、
投产，达效率实现 3个 100%。今年，牢固
树立“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理念，
坚持规划引领、项目为王、基础先行，狠抓
核心板块建设，持续实施扩区强区工程，积
极谋划实施 332个省市区重点项目，力争
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110%以上，产业项目
投资占比提高到 25%以上。围绕城市有
机更新、新型基础设施，谋划储备重点项目
30个以上，亿元以上项目占比 64%以上。
顺应文旅市场强劲复苏态势，打造阜民里
城南印象、北庆里1926等一批特色主题街
区，搭建消费新场景，打造享誉全国的特色
消费集聚地，充分集聚人气、拉动消费，激
发市场活力。

聚焦文旅文创融合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提速郑州南站建设

管城区:“三大板块”助力经济再腾飞

周五将迎寒风冷雨
气温骤降记得加衣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受较强冷空
气影响，预计20日至24日我市将相继出现大风、降水和强降温天
气。20日至21日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到8级，局地9级；20
日至24日白天有连续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15毫米~30毫米；21
日至24日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降幅达15℃～16℃。

今后几天郑州天气预报情况：20日，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
里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 5级，阵风 7~8 级，18℃～31℃；21
日，阴天有小雨，东北风 4~5级，阵风 7级左右，11℃～15℃；22
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 3~4级，7℃～10℃；23日，阴天有
小雨，6℃～10℃；24日，阵雨转多云，6℃～12℃；25日，晴天间
多云，7℃～23℃。

气象部门提醒：20日至 22日白天风力大，21日至 24日气
温较前期大幅下降，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以最高标准最充分准备
落实拜祖大典重点任务

（上接一版）以饱满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细之又细、实而又实、
精益求精抓好各项扫尾工作，以最高标准、最充分准备落实各项
重点任务；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提前做好大典期间天气变化
应对准备工作，切实做好维稳安全工作，完善细化各项工作应急
预案，更好地提供服务保障，确保万无一失；要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强化统一指挥、信息沟通、应急联
动、联合保障，推动各项工作有条不紊、高效衔接，确保拜祖大典
顺利圆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