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乐享智慧生活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

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市农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市紧

紧围绕“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等发展理
念，试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积极探索可持
续发展的数字乡村模式，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为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数字乡村发
展路径奠定基础。

2022年，市农委组织召开了郑州市数
字乡村示范建设工作会议，印发了《2022
年郑州市数字乡村示范建设实施工作方
案》，现场与 6家企业签订了郑州市数字乡
村试点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合作企业
和 20个美丽乡村展开合作。根据《郑州市

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行动计划方案》，我市
优先在试点村建设5G基站等基础设施，结
合各地资源禀赋，制定建设方案，探索打造
不同数字乡村应用场景，力争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模式，推进郑州市数字乡村建
设。目前，全市 50个美丽乡村精品村已实
现 5G 基站和宽带网络全覆盖，29个村已
打造了不同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

数字赋能平安建设。走进荥阳市南屯
村，村里布设的安防监控管理平台系统具
备事件联动、实时视频、入侵告警、录像回
放、视频云存、图片查询等功能，能够满足
乡镇实际监管需要，有效提升了社会安全
保障水平。荥阳市张庄村建设的综合治理
平台，可发布通知公告，支持手机 APP一

键喊话、文字播放和文件播放等多样化播
报方式，能够满足县、镇、村多级分权分域
管理。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新郑市酒孙村搭
建了由基层党建、智慧村务、乡村治理、乡
村服务、智慧农业五大模块组成的一屏两
端数字化平台，构建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提高了村干部的工作效率，方便了群众生
活。新郑市北靳楼村建设乡村安防应急指
挥中心、3D数字孪生建模、智慧党建平台、
村务管理微信一键通等，提高了该村乡村
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

数字赋能农业生产。数字乡村建设
中，智慧农业是重要组成部分。荥阳市南
屯村建设“数字田园”，（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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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区篇
系列报道

苑陵故城遗址 刘畅 摄

以“四地”支撑“全国重地”建设文化强市

跳动的“数字郑州”（五）第一篇章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 王
世瑾）市长何雄近日调研哈工大郑州研究
院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强统筹、加大支
持、加快进度，持续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开
放合作，着力打造科创平台新样板、招才
引智新基地、校地合作新典范，为高质量
发展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

何雄走进一楼展厅，详细了解学科
建设、人才培育、科研项目、国际合作等
情况，鼓励研究院充分发挥核心优势，
持续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不断推
动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集群无缝
衔接，加快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
高点。在机电系统与智能控制研究所、
先进光电技术研究院，何雄察看机器人
技术应用、电子芯片研发等情况，指出
要找准补链延链强链的突破口，努力产
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迭代性科技成
果，推动更多产业产品进入中高端、成
为关键环。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何雄听取一
流大学（科研机构）郑州研究院建设情况汇
报。他强调，新型研发机构是创新体系建
设的关键力量，也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融合的重要载体。要准确把握一流大学
（科研机构）郑州研究院目标定位，积极探
索新模式新路径，加快推动创新链与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符
合郑州实际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子。要以卓
越工程师培养平台建设为抓手，聚焦电子
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学等领域，加快推
进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持续加大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牢牢掌
握创新发展主动权。要把科研和产业深度
融合起来，瞄准产业发展需求，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进一步加
强供需对接、拓宽转化渠道，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发展动能。要着力构建全要素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创新
引才方式，优化“双拎”服务，完善科研管理、项目运行、激励评价等
机制，形成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提供强大科技人才支撑。

陈红民参加。

12日、13日，由省委宣传部
组织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
明探源集中采访活动在郑州启
幕，来自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等中央驻豫媒体和省市主
流媒体的记者，先后来到郑州商
都遗址博物院、新郑裴李岗遗
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人骨考古
实验室、巩义双槐树遗址进行深
入采访，并对在郑州参加第三届

“中国考古·郑州论坛”的专家学
者进行访谈。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一
周，将以文化考察之旅、年代考
察之旅的形式，通过在郑州、安
阳、商丘、洛阳等八地的行进式
采访，从文明起源、历史纵深、
保护传承、发展变迁等视角，全
景式展示河南在中华文明、世

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全面彰
显河南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
作中交出的出彩答卷。

探寻郑州商城遗址，
读懂“根”与“魂”

12 日一早，采访团一行来
到位于管城区东大街的郑州商
都遗址博物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
研究馆员姜楠，从郑州二里岗
遗址的发现与商代“二里岗期”
的命名、郑州商城的发掘与确
认、郑州商城的内涵、郑州商城
分期与性质的研究、郑州商城
的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图
文并茂的详细讲解。

采访团成员边听边看边记
录，他们中，无论是新闻战线的

老兵还是新秀，此前对商城遗
址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这次
系统全面地梳理，让大家对商
城遗址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家
带着新的思考，走进展馆进行
参观。

煌煌商都，生生不息。郑
州之所以能入列中国“八大古
都”,正是因为在郑州车水马龙
的地表之下,埋藏着一座规模
宏大的商代早期都城。

郑州商城遗址的文化内涵
代表了早商文明的发展高度，
是中华文明形成环节中重要一
环。它的发现填补了殷墟文化
之前的商文化空白，也为夏文
化和先商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基
础，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近
年来，郑州大力推进生态保遗
工程，全力推进大遗址系统保
护展示和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

作为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的重要展示项目，郑州
商都遗址博物院通过数字化手
段及场景复原，（下转四版）

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环境让百姓生活“普惠便捷”

“数字郑州”愈加“耳聪目明”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 武建玲 汪辉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明探源集中采访首站走进郑州，“挖掘”更多有趣故事——

八千多年前的裴李岗人，种植水稻竟然只为酿酒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郭韬略 文 李新华 图

一方丝绸话千年。时至今
日，万物更新，在郑州航空港区的
上空，千年丝路续写着崭新传奇。

每天清晨，飞机引擎的轰鸣
声划破长空，航空港区的先进制
造基地、物流仓储基地、商务楼
群纷纷开始“苏醒”，开启生机勃
勃的一天。

作为“空中丝绸之路”先导
区，郑州航空港区经过 10年的

发展，其联通境内外、辐射东中
西的物流枢纽优势尽显。今年，
是航空港区“二次创业”再起航
之年，“一条跑道飞蓝天”正越飞
越远。

航空港区凭借临空的先天优
势，迎来送往的“稀客”越来越多。
4月中旬，一架波音747-400“巨
无霸”的宽体货机从郑州机场飞往
印度新德里，（下转二版）

在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南部，有一
座有着 2000年历史的古城池，为秦
汉时期遗址，古称苑陵城。高大的夯
土城墙，曾在烽烟四起时保护了一方
百姓的安宁与繁荣。如今，这里是人
们踏青野游、体验农耕文化、乐享太
平岁月的苑陵故城遗址公园，同时也
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苑陵故城分为内、外两城。外城城
墙大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而内城状

况较好，现存南城墙、北城墙各 1260
米、西城墙780米、东城墙840米。

整个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设有
御敌而用的平头垛墙及马面墩。东
城墙高 16米，北城墙高 9米，城内有
许多高土台，城外有 31座墓冢和烽
火台遗迹，出土有大量铜器、陶器和
米字纹空心砖。

据《郑通志》等史籍记载，苑陵城
上古属郐国；（下转二版）

你知道吗，港区南边有座“古城”
本报记者 聂春洁

不靠海不沿边一条跑道飞蓝天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采访团队走进郑州大学人骨考古实验室

“空中丝路”越飞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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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之光照耀未来
——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侧记

“刷脸”就可以进入小区；通过智
慧农业物联网平台实现自动浇水、自
动施肥；动动指尖，在医院挂号、缴
费、查看报告等就能便捷完成……如
今，这样的场景在郑州越来越普遍。

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构建普
惠便捷的数字社会，是建设数字中国
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
化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郑州正在不断发力，加快推进数
字社会建设，优化数字社会环境，营
造良好数字生态，人们的生活也正变
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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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业务重启

中欧班列（中豫号）国际
冷链业务“货”力全开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5月 12日，因新冠疫情沉寂了 3年的国

际冷链业务重新启动，首批通过中欧班列（中豫号）运输的白俄罗
斯冷冻牛肉抵达郑州国际陆港，随后一大批进口冷冻产品将陆续
抵运郑州。随着国际冷链业务重启和复苏，将助力郑州加快形成
中部地区冷链交易中心，进一步激发进口冷链食品消费活力，助
力河南省进出口贸易实现更快增长。

本次进口白俄罗斯肉类冻品通过中欧班列（中豫号）运输，相
比前期通过白俄罗斯—俄罗斯—中国港口的海铁联运方式，可节
省大量运输时间，相比空运节省不少运输费用，降低了企业的物
流成本。

中欧班列（中豫号）这条黄金通道，在疫情过后，以更强劲的
“脉搏”拉动内需，促进中欧乃至全球经贸发展提速。截至2023年
5月 12日，已累计开行近8000班。

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

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晖 人民日报记者 桂从路

4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京津
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相关座谈
会时曾表示，今后我会时不时地过
来走一走，看看你们阶段性工作的
情况。

4 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如约而
至——

5月 10日至 12日，习近平总书记

赴雄安、抵沧州、到石家庄，探工地、
看港口、问民生，实地考察雄安新区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
两场座谈会，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
安新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指明方向。

广袤的幽燕大地，又将掀开新的
发展篇章。

不忘初心 保持耐心

10日上午9时40分许，习近平总书
记乘坐的高铁，缓缓驶入雄安站。

6年前，总书记从北京出发，驱车100
多公里，第一次来到雄安。6年后，沿着京
雄城际铁路，不到1小时，总书记一行就从
北京西站抵达雄安站。 (下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