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郑州是一片红色热土，
也是一方有着双拥光荣传统
的沃土。连续八届获得“全
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拥
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
统，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赓续
传承。

6月6日，郑州市争创全
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动员会
召开，全市上下将持续深入开
展双拥创建活动，不断巩固发
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努力打造郑州双拥城市品
牌。本报今起开设“争创双拥
模范城九连冠 打造郑州双拥
城市品牌”专栏，展示我市双
拥工作开展的最新成果、各地
各单位经验做法，为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国防
军队现代化建设凝聚合力、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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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攻坚战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昕）6月 7日
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调研检查我市
高考工作时强调，坚持以考生为中心，认真负
责、严谨细致做好高考组织和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确保高考平安顺利。

在各有关部门的精心准备和社会各界的
关注支持下，我市的高考顺利开考，第一场考
试整体平稳。“考试进行得是否顺利？有没有

考生前来咨询求助？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完善
提升？”安伟首先来到郑州一中考点，详细询问
考试组织、交通保障、医疗服务等工作开展情
况，看望刚刚结束监考任务的老师们，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参加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的人员
表示慰问，叮嘱大家用心用情、慎终如始继续
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高考平安顺利完成、考生
心无旁骛考试。

随后，安伟来到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
心，视频调度了金水区、荥阳市和郑东新区的
高考组织工作，听取了各专班工作情况汇报。
他指出，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广大学
子前途命运，郑州是高考大市，参考学生多、组
织和服务保障任务重。希望大家按照市委、市
政府统一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
度，坚持以考生为中心，守土有责、尽职尽责、

认真负责，继续严谨细致做好高考组织和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妥善解决好考生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让考生顺心、让家长安心、让社会各
界放心。要加强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试卷保密工作，严肃考试纪
律、考场秩序，确保高考公平公正，以高考的平
安顺利向党和人民交上优秀答卷。

市领导虎强、李凤芝参加检查。

安伟检查我市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时强调

坚持以考生为中心严谨组织细致服务
确保高考平安顺利让考生顺心家长安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王际宾 王世瑾）6月 6日，
市长何雄到金水区调研时强
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首要任务，坚持创新引领，
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城市更
新，持续增强区域发展动力、
活力、竞争力，不断塑造高质
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为国
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贡献
力量、提供支撑。

何雄来到金水科教园区，
察看西亚斯数字技术产业学
院人才培养、学生创业等情
况，勉励学院深化产教融合，
加强校企合作，培养更多符合
产业发展需求的新工科人
才。在信大壹密、山谷网安等
企业，何雄深入了解科技研
发、成果转化等情况，鼓励企
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
化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提升核
心竞争力，坚定迈向中高端、
关键环。

在郑州贸易中心栈，何雄
听取金水区城市更新工作汇
报，详细询问贸易中心栈规划
设计、产业布局等情况，指出
要充分利用现有优势，积极拓
展多元化、融合式消费场景，
加快打造集商业、商务、休闲
功能于一体的高品质城市综
合体，推动区域商业实现多元
互补，持续升级消费体验。

何雄来到马渡乡村振兴创意产业基地，了解美丽
乡村建设、科创小镇运营等情况，指出要擦亮“家庭园
艺”品牌，发展亲子游、乡村游、婚庆游、科普游为主打
品牌的近郊休闲观光产业，建设环境优美、产业兴旺的
和美乡村。

调研中，何雄强调，金水区是全市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持续深
化体制机制创新，打造一流平台，（下转二版）

麦收重心转至豫北
全省夏播完成近半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从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截至 6月 7日 17时，我省已收获小麦 7274.8 万
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85%。其中，我市已收获小
麦 175.26万亩，占小麦种植面积的 79.46%，已收获小
麦机收率达到99.59%。

昨日我市天气晴好，有利于麦收工作，各地平稳有
序组织夏收夏种。市农机技术中心派出3个生产服务
指导组深入惠济区、金水区、郑东新区、中牟县、登封市
一线指导服务“三夏”生产，协调机械调配。

我省南部的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麦收基本结
束，漯河麦收接近尾声，开封麦收过九成，商丘、新乡、
平顶山、洛阳、许昌的麦收均已过八成，郑州小麦收获
接近八成。豫北地区小麦逐渐成熟，小麦收获面积也
在逐步扩大。截至 6 月 7 日 17 时，安阳已收获小麦
235.5 万亩，占小麦种植面积的 53.8%；濮阳已收获小
麦 114.8万亩，占小麦种植面积的 32.3%；焦作已收获
小麦93.7万亩，占小麦种植面积的37.4%；鹤壁已收获
小麦53.9万亩，占小麦种植面积的40%。

近两日全省天气晴好，大部土壤墒情充足，部分地
块加快晾墒播种，夏播进入高峰期。截至 6月 7日，全
省夏播面积4518万亩，占预计面积的49.6%。粮食作
物已播 3453 万亩，其中玉米 2939 万亩，水稻 368 万
亩，大豆 93万亩；花生已播 672万亩；瓜菜已播 284万
亩 。 我 市 夏 玉 米 播 种 124.3961 万 亩 ，其 中 机 播
123.2614万亩，玉米机播率达到99%。

据新华社深圳6月7日电 首届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7日下午在
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我们党致力
于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

规律性认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全面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
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
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
强大精神力量。

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主
题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促进文明
交流互鉴”，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
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
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开幕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王
红）十年耕耘寒窗苦，今朝向阳花正开。
2023 年高考大幕昨日正式开启，意气风
发的学子们走进考场，朝着梦想进发。陪
伴他们的，不仅有父母师长浓浓的关爱，
还有社会各界的温情关怀。

提前筹划考点周边秩序井然

昨日上午 7时许，在金水区河南省实

验中学考点，不少考生已经提前抵达，拿

着试题册、书本，利用进场前的时间，对知

识进行最后的梳理回顾。

位于郑东新区的郑州市第四十七高
级中学考点秩序井然，上午 8时许，考生
们在送考老师和家长关切的目光里，陆续
走进考点。（下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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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首日平稳顺利

郑州是一片红色热土。这里
有皮定均工作旧址、豫西抗日根
据地纪念馆、孝义兵工厂旧址、二
七纪念堂、郑州烈士陵园等多个
红色教育基地，革命年代郑州广
大军民携手并肩、浴血奋战，续写
了牢不可破的血肉情缘。

郑州也是一方有着双拥光
荣传统的沃土。连续八届获得

“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处
处涌动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双拥
热潮。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
良传统，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赓续
传承。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服务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
建设全局，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深入开展拥
军优属活动，坚持与时俱进，不断
改进创新，助力强军兴军和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双拥工
作水平，努力打造具有郑州特色
的新时代双拥工作品牌。

作为省会，郑州将转业干部安置纳入全市干
部培养大盘，常年承担全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任
务的 25%以上，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和河南省

“军转安置先进单位”。2022年，安置随军、随调
家属95名，发放随军未就业家属生活补助440余
万元，培训随军未就业家属300余人次；全年举办
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 41场次，3500余家企业提
供岗位 6万余个；全年优待证制发受理申请 21万
余人、制发19万余张；走访慰问优抚对象8.2万余
人次，对 195个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进行清单式管
理保护；走访退役军人 2.3万余人次，其中功臣模
范511人次。联合151家企业签约成立拥军企业
联盟，对军人军属推出“六免三优先”；（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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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 为梦想拼搏

考生轻松自信走出考场 郑报全媒体记者 周甬 摄

相关报道见5版6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彭茜雅 文/图）
6月 7日，为期五天的第十九届中国（深圳）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

郑州市组织多家企业和近千件文化产品
参展，以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
的全国重地”为主题，宣传推介郑州城市形象
和文化产业发展成果。

“郑州展区很好地融合了传统和创新，许
多文创产品在年轻一代中大受欢迎，这是比较
难得的。”现场参展人员说。

郑州展馆异彩纷呈
传递“中原风”“黄河风”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共设 6大展馆和 64
家分会场，且首次设立数字中国展区，展示最
新技术在文化上的应用。全国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突出交易
功能完善、国际化水平提升、数字化应用、展示
内容创新四大亮点。

郑州展馆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B 馆（12
号馆），总面积176平方米。郑州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陈明来到展馆现场，指导如何更好地宣
传、推介郑州城市形象和展示文化发展成果。

开馆首日，郑州展馆格外热闹。展区正面
大屏上，裸眼 3D效果的视频全面展示郑州悠
久历史文化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成就，吸
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从“大国工匠”李仁清
高浮雕拓片为代表的文化郑州，到少林寺、观
星台、中岳庙和黄帝故里等为代表的古老郑
州，再到郑州东站、CCD、郑东新区为代表的现

代郑州，一股浓浓的“中原风”“黄河风”扑面而
来，让观众对“中华儿女的寻根之地、中华文明
的朝圣之地、中华文化的体验之地、国学教育
的实践之地”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步入展馆，更有一番“室内有乾坤”的感
觉。整个展馆突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
地中的全国重地”的主题，全面彰显黄河文化
主地标城市形象，运用大屏、投影、实物、互动

等方式宣传、推介郑州城市形象、大型文化活
动、文化旅游项目、文艺创作精品等。

郑州二级巡视员王丽艳表示，这次来文
博会参展，不仅是文创产品展示，更是郑州
这座城市整体形象的展示。未来，要继续踏
踏实实地推进、落实文化发展，把郑州建设
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
重地。

文化豫军齐亮相
动静结合彰显中原魅力

郑州展馆共设置“一动四静”五个展区，
分别是互动展演区、黄河文化主题文创产品展

示区、文创大赛优秀作品展示区、文创赋能 IP

联名成果展示区及“中国好礼”作品展示区，琳

琅满目的文创产品集中亮相，令人大饱眼福。

互动展演区里，“大国工匠”李仁清现场

演示高浮雕传拓技艺，郑州市知名文化品牌

“唐宫夜宴”、街舞等专业人员也走进现场与

观众互动。美丽优雅的“唐宫小姐姐”围坐书

案，现场学习、体验传拓，成为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吸引大量观众合影打卡、了解这门古老

的技艺。

黄河文化主题文创产品、文创大赛优秀作

品展示区分别展示围绕黄河文化创作的文创

产品以及 2021年、2022年郑州市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优秀作品。

在文创赋能 IP联名成果展示区，华冠文

化、赏豫文化、约克动漫等郑州市文化企业结

合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与华为、字节跳动、中国

邮政等品牌跨界合作文创产品，利用文创 IP

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河 南 赏 豫 文 化 创 意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王鹏辉表示：“文博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交流平台，可以学习了解其他优秀企

业、优秀城市的案例。同时我也很自豪，能

代表郑州企业来参展，希望未来能够走出河

南、走出国门，让更多人了解中原文化。”

（下转二版）

郑州文化产业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大国工匠”李仁清现场展示高浮雕传拓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