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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邂逅，书写一段传奇
（上接一版）青石地面上，硕大的一张太极图
黑白相间，异常醒目，阴阳两鱼首尾纠合，此
消彼长。

站在大坝上远望，由于黄河含沙量较大，
水色整体偏黄，而伊洛河水清，呈青绿色。河
洛交汇处，广阔的水面形成弯弯曲曲的水线，
青黄相接，清浊荡漾，如两河相抱，恰似两鱼，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径自向东。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记载：“洛水于
巩县东径洛汭，北对琅邪渚，入于河，谓之洛口
矣。自县西来，而北流注河，清浊异流，皦焉殊
别。”云烟渺茫，时空变幻，倏忽千年，但郦道元
眼中的河洛交汇处奇观，迄今仍如在眼前。

传说中，伏羲正是据河洛汇流之景画出太
极图，而生河洛文明。

相传，远古时期，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
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
伏羲登临高岗俯瞰，黄河浊浪与洛水清波回
旋交汇，奇景尽入眼底。“河出图，洛出书”，伏
羲据此画出八卦，绘出太极。伏羲推演八卦，
以总结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之理，及自然现象
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开启了华夏文明的
新纪元。

历史上，河洛交汇之处，古称为洛汭。而
据史载，黄帝、尧、舜、禹、汤至周公旦、周成王
等曾在洛汭修坛沉璧、祭祀河洛。

黄河水浊浊，伊洛水悠悠。千百年来，河
洛汇流始终奔涌激荡，一往无前。中华文明也
从这里发端、发展、发扬光大。

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向
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心腹地带。而在河洛汇
流不远处，就是河洛文化中心区——双槐树
遗址。

双槐树遗址位于巩义黄河南岸 2公里伊
洛河东 4 公里，河洛镇双槐树村南的高台地
上。2020 年 5月，双槐树遗址成功发掘。经
多位知名考古学家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该遗

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
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
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距今约 5300 年，是

“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
域，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
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
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
的关键材料，也表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
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
明之魂”。

（上接一版）对于回郭镇历史颇有研究的
退休教师张建军告诉记者，当年回郭镇的经济
发展可谓一枝独秀，而且凭着雄厚的实力，将
不在回郭镇的火车站改成了回郭镇的名字。

1950年，铁道部已确定在陇海铁路偃师
县境内设立一个站点。当时的回郭区政府商
联会立刻开会商定，通过各种实力的展示，将
原定伊洛河对岸偃师县的孙家湾车站改为回
郭镇站。

1953年下半年，回郭镇站投入使用。到
此经营的客商一下火车，一条8华里的南北大
道直通镇区。夜间，两大寨门上高悬汽灯，大
街上路灯电灯闪烁。

“回郭镇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可以说当年
回郭镇的流行服饰与香港几乎是同步的，所以
就有了中原小香港的美称。”张建军自豪地说。

如今，再到回郭镇，已经不用乘坐当年的

绿皮火车了，方便快捷的巩义高铁南站就坐落
在回郭镇境内。

与当年的“小香港”相比，如今的回郭镇已
经华丽转身，成为国内最大的铝板带箔基地所
在地。

“除了豫联集团、明泰铝业、鑫泰铝业、永
通铝业、万达铝业这些知名企业外，我们巩义
现有铝加工行业的规上企业就有100多家，已
经初步形成了从铝加工到铝终端制品较为完
整的产业链条，2022年铝板带箔产量占到了
全国产量的近 30%、河南省总产量 57%，是全
国最大的铝板带箔加工生产基地。”巩义市先
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闫龙涛提起巩义的企业如数家珍。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巩义人，闫龙涛也见
证了巩义“千亿级铝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历
程：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全国首个民营铝加

工企业、首个民营企业上热轧线，到拥有铝加
工企业 200余家、铝加工配套企业近 700家；
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000亿元，拥有以 6条
热轧线为主的国内先进的铝加工生产设备；从
铸轧起步，到铝加工业全链条产业；从自身不
产铝、一吨铝原材料都没有，到中国铝板带材
十强企业 4 家。2022 年，开发区获得“金星
奖”——“河南科技创新先进开发区”称号，蝉
联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四星级称
号，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综合排名位于
郑州市开发区第三位。巩义市开发区在铝加
工产业上着力，在集群发展上谋划，在服务上
突出特色，特色产业集群“铝特色”更加鲜明。

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成绩如此骄人，与
当地多措并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和创优
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据介绍，该开发区有主板上市的中国制造

业 500强企业 2家，河南省制造业 100强企业
7家，开发区在引导集群集聚、培优培强、错位
发展上发力，豫联集团、明泰铝业 2家大型企
业铝全产业链引领，中孚高精铝易拉罐料年产
量位居全国第一位，中小企业向终端、细分领
域发展，园区企业走出了各具特色、行业互补
的良性发展道路，实现了开发区铝板带箔、交
通用铝、易拉罐盖料、铝箔餐盒、高精电池铝箔
等从中端到终端的全方位发展。

在核心技术方面，明泰铝业、中孚高精铝
等多项新技术荣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并引入
生产带来能效提升，明泰铝业创新绿色铝合金
保级利用技术、领跑全国再生铝赛道，万达铝
业的新型耐腐蚀板铝合金材料入选国家“揭榜
挂帅”项目并实现量产，一大批企业做到了行
业领先、参与行业标准制定，铝制油箱料、液罐
料、交通用中厚板、药用箔、镜面铝等国内市场
份额都超过60%，明泰铝业在再生铝领域、鑫泰
铝业在铝合金复合材料领域、恒通铝业在幕墙
领域、艾锐海新材料在罐盖料领域等，一批企业
更是掌握了独门秘技，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

明星重镇，成就千亿铝基地

绿博园入选国家级
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省、市文旅部门

获悉，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通知要求及全国旅游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认定，北京市北海公园等66家单
位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其中，
我省两家单位入围，分别是郑州·中国绿化博览园、
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据了解，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评定工作按
照“自愿申报、初审推荐、复审推荐、现场检查、评议
公示、命名授牌”的程序进行。此次，经自愿申报、省
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审查推荐、全国旅游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最终评定及公示等环节，最终认定郑州·
中国绿化博览园等 66家申报单位达到国家级文明
旅游示范单位标准。

文明旅游

“郑好办”整合推出
更多便民新功能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为了让大家办
事少跑腿，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郑好办”
APP近日上线新板块——司法便民。此外，随着毕
业季临近，又有一批学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领补
贴、档案转存、人才落户这些问题，也统统可以在“郑
好办”APP办理。

上线“司法便民”板块
“郑好办”APP“司法便民”板块目前可办理5种

业务，包含法院案件查询、法院网上阅卷、身份证办
理进度查询、居住证办理进度查询和居住证快速核
发。还提供全市政法各部门相关审批业务申请时需
要填写的表格，方便大家下载使用，目前已上线授权
委托书、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河南法院电子邮
件送达诉讼文书确认书。该板块可以进行工伤赔偿
计算、民间借贷计算、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等9项查询
服务。打开“郑好办”APP，点击“查询”，输入“司法
便民”，根据提示选择需要办理的业务即可。后续还
将上线更多服务内容。

贴心服务青年人才
为吸引青年人才，郑州出台了大量“真金白银”

优惠政策。其中，青年人才生活补贴按照每月博士
毕业生1500元、硕士毕业生1000元、本科毕业生及
预备技师（技师）500元的标准发放。针对青年人才
在郑州置业，我市还出台了青年人才首次购房补
贴。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在“郑好办”APP“一
件事专区”，点击“人才工作一件事”，进行青年人才
评估和补贴办理。

毕业时的档案转存，以前需要去办事大厅提出
申请并提交材料，现在，在“郑好办”APP“人社”专区
可以直接线上办理。

14名唇腭裂患儿
在郑州免费手术

本报讯（记者 李娜）5月 8日是“世界微笑日”，
14名家庭贫困的唇腭裂患儿经过免费手术，可以拥
有更为灿烂的笑容了——5月 6日至 8日，2023 北
京奇遇公益基金会唇腭裂患儿救助系列活动再次来
到郑州，为唇腭裂患儿免费手术，并与郑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正式签约战略合作。

此次救助活动，医学专家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共为14位唇腭裂小朋友进行手术治疗。住院费、
化验费、麻醉费和手术费、药品耗品费用等一切医疗
费用全免。

5月 8日，由省委网信办、省卫健委、市委宣传
部、市委网信办、市卫健委指导，北京奇遇公益基金
会、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主办的“遇见·改变”
2023年北京奇遇公益基金会战略合作签约暨网络文
明公益项目启动仪式举行。北京奇遇公益基金会与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签约战略合作，将持续为唇
腭裂患儿免费手术。北京奇遇公益基金会专门救助
以唇腭裂为主的颜面部畸形患者，并开展相关公益活
动。“遇见·改变”网络文明公益项目，旨在动员更多社
会力量，为患者家庭提供系统化的全周期支持。

（上接一版）与此同时，还主动抢抓数字化重大
机遇，以城市大脑建设为牵引，聚焦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政务服务能力
提升、党建引领推进网格化基层治理、“城市大
脑”项目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重
点领域，取得一系列成绩，市域社会治理网格
化运营管理平台获评工信部“2022城市数字
化转型优秀案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获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综合改革“最佳
范例城市奖”……

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夯实优化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人口口相传

同时又亲眼见证的朴素道理。在数字时代，这
条“路”正展示出新的内涵与创造力。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布
局，统筹推进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应
用基础设施等建设，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体
系化发展和规模化部署，取得显著成效。

统筹建设“一朵云”，建成 8.98 万核计算
能力和 39.4PB存储规模的政务云平台，承载
了 44个市级政务部门、16个区县（市）的 216
个智慧政务类及民生服务类应用。着力建设

“一张网”，形成电子政务外网、电子政务内网、
办公资源网的一张网体系，其中电子政务外网
覆盖全市 16 个区县（市）的 187 个乡镇办和
194家市级部门单位，电子政务内网已覆盖全
市 99家市直党政部门；办公资源网覆盖全市
16个区县（市）和 207家市直单位。建成政务
数据共享交换体系，贯通省市县三级、59个市

级部门，数据归集量达 1233.72 亿条，数据交
换量 1835.12亿条。人口、法人、电子证照、空
间地理四大基础库基本建成。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市域社会治理
网格化能力不断提升。

依托城市大脑基础底座，建设“人、地、物、
事、情、组织”六要素数据库（一个库），划分构
建 217个一级网格、3551个二级网格、18314
个三级网格、60415名网格员的三级网格运行
体系（一张网），依托统一基础地理信息（GIS）
平台，形成全市统一、多方共享、动态更新、精
准识别的网格化电子地图（一张图）。同时，还
开发建设了“郑好办”市民端、“郑政钉”网格端、
城运中心大屏端“三端协同”网格化运行管理
平台（一平台），发布上线人户核查、网格疫情
防控、基层社区防汛等应用场景。

截至目前，我市基本建立了“市域一体、直
达基层，上下贯通、纵横联动，反应灵敏、安全
高效”的市县乡三级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体系和
三级网格治理体系，基层网格治理智能化水平
得到有效提升。

“数字郑州”建设遵循以人为本原则
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不能只强调技术在应

用中的表现，真正感受到智慧的应该是城市中
的居民，做到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才是拥有
灵魂的智慧城市。

为此，我市在进行“数字郑州”建设时，特
别注重特色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城市大脑一期项目奠定了“数字郑州”的

基础底座，二期智慧停车、智慧矛调等23个系
统在区县（市）间推广应用。在智慧停车方面，
平台接入停车泊位 43.66 万个，实现车场推
荐、余位查询、停车诱导、路内泊位无感支付、
先离场后付费、统一电子发票等功能，成为我
市停车管理和停车服务的重要手段。智慧医
疗已汇聚 937万人健康档案，实现病例互认，
支持疫苗接种预约、查询。

“120智慧生命通道”打通了急救车和院前
信息，实现“上车即入院”，极大缩短了急救时
间，提升了急救效率。智慧文旅推出数字“码”
上游，覆盖郑州市71个景区，语音导航景区53
个，实现重点景区全覆盖，结合互联网数据对
全市22个4A及以上景区进行数字化监管。

智 慧 环 保 ，接 入 660 个 监 测 点 数 据 、
21213个污染源数据，956家企业实现三网融
合，接入 1868 家企业污染源监控视频，建立
3253家重点企业污染源智能档案，实现“一企
一档”。智慧市监方面，电梯智慧救援系统已
覆盖全市12万台电梯，实现对8000多部电梯
运行状态的实时监管。

人，才是数字化建设的中心，这些以人为
本的实际应用，既是“数字郑州”建设的目的，
也是生命力所在。

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蓝图绘就卷已开，江海乘风启新程。
在“数字郑州”相关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

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市还在积极探
索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以“1+1+1+N”为工作总抓手，即做好一
套总体设计，组建一家合资公司，布局一个创
新中心（DBD），落地包括数据金库、数据要
素加工交易中心、数据要素改革研究院在内
的 N 个具体项目，充分发挥大型央企的行业
龙头带动作用，带动数据要素产业生态在我
市集聚发展。

截至目前，总体设计方案初稿基本完成，
中国电子数据产业集团（筹）与郑州数智集团
组建合资公司已完成签约，数据创新中心
（DBD）已落户郑东新区智慧岛（创智天地），
25家数据要素型企业已签约入园，预计 6月
底正式开园。重点围绕“物流、医疗、金融”三
大领域规划梳理 18个应用场景，相关数据采
购需求超5亿元。其中，金融场景（农商行信用
贷），已完成首批19个数据元件设计和试生产，
具备“首单”签约条件（5000万）。物流场景完
成“无车承运”数据治理空间规划设计。医疗
场景完成“护加家”护士上门服务场景设计。

下一步，我市将全面提升“数字郑州”建设
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全力培育数字产业
生态、打造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优化城市治
理体系，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
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实现“数字郑州”建设
体系化布局更加科学完备，数据资源规模和质
量全国领先，数字技术叠加效应、倍增效应、溢
出效应全面释放，引领全国应用创新发展，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数
字化发展更加协调充分，努力将郑州打造成国
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数字标杆城市。

郑州大力提速数字化建设不断方便百姓生活——

服务“一朵云”便民“一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