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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好市民”事迹展播（4）

王雪婷，女，荥阳
市 王 村 镇 胡 固 村 村
民。2012年，王雪婷成
立了郑州蜂益农家养
蜂专业合作社，以“先

偿后补”的政策辐射带动了省内 10个县市
107个乡（镇）376户农民饲养蜜蜂 3万余箱
（群），免费为 63户生活困难群众培训养蜂
技能，赠送 170箱优良蜂群，合作社成员平
均收入比当地农民收入提高 30%以上。
2014年，王雪婷成立网络销售团队、直播团
队和电商运营客服团队，并与阿里巴巴合作
进行线上销售，创造出了单日销售 100万元
销售额的好成绩。2019 年，她被荥阳市商
务局授予“荥阳市电商创富带头人”。

朱学勤,男，中牟县
退休干部。13年来，他
坚持每年春节为村内的
老党员、老年人、特困
户、五保户等送慰问金，

每户 200元、500元或者 1000元，每年送出
慰问金 3000 元左右，受捐助人员达 200 人
次。朱学勤还捐资 2.7万余元为沙坡池村整
修道路。2023年 2月，朱学勤分别为中牟县
审计局、教体局等7家单位各捐资1万元，并
为村内困难户送去慰问金 4000 元，当天共
计捐赠 7.4 万元。媒体以“中牟退休老党员
朱学勤：情系乡梓的新时代雷锋”为题进行
报道，感人至深。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整理

身边好人

文明倡导进社区
昨日，来自公交“海燕”党员

先锋队的志愿者走进管城区美景
天城社区，共同开展文明行为宣
传进社区活动，同时还拿出垃圾
分类道具，和孩子们一起进行垃
圾分类互动，引导和促进市民进
一步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上接一版）按规定给予每人 1000 元的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
资金中列支。

加大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支持力度。
2023年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0万人。
选树“返乡创业之星”，每人奖励 1万元。举
办“凤归中原”返乡创业大赛，2023 年新增
促进返乡创业15万人。

加强困难人员就业帮扶。落实最低生
活保障边缘人口、支出型困难人口等低收
入人口救助帮扶政策。对企业招用登记失
业半年以上人员，签订 1年（含）以上劳动合
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
每人 1000元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
实施期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所需资
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开展脱贫人口
就业帮扶示范创建活动，评选认定一批脱

贫人口就业帮扶示范点，确保全省脱贫人
口（含监测对象）务工规模稳定在 210万人
以上。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对符合条件
的失业人员，做好失业保险金和失业农民工
一次性生活补助等常规性保生活待遇发放
工作，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
费）。将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失业人员及家
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

范围。

就业工作纳入省政府督查范围
按照要求，我省将就业工作纳入省政府

督查范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稳
就业责任，细化各项政策措施，定期调度各
地就业工作进度和政策落实情况，确保全省
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5%左右，城镇新
增就业110万人。

我省十二条措施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 在古都郑州开启一段奇妙旅程
（上接一版）这些主题旅游线路异彩纷呈，将古都郑州厚

重而多彩的文旅景区串珠成链。其中，“文博郑州 古都郑州
宝藏游”涵盖黄帝故里景区、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裴
李岗遗址、始祖山景区、黄帝千古情景区、郑州商都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河南博物院、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风情郑
州 生态郑州黄河游”串联郑州黄河文化公园、黄河博物馆、大
运河通济渠郑州段、黄河滩地公园等沿黄景观。“花开郑州 乐
享郑州赏花游”则带您走进郑州园博园、绿博园、郑州之林、动
物园、人民公园、碧沙岗公园、月季公园、西流湖公园、雕塑公
园、植物园、古柏渡丰乐樱花园，遍赏满园斑斓花卉。

“寻味郑州 味蕾郑州美食游”则集中推出红烧黄河大鲤
鱼、合记烩面、蔡记蒸饺、葛记焖饼、方中山胡辣汤、登封烩羊
肉焦盖烧饼、荥阳烧饼夹等特色美食，带您一品绿城美味。

“现代郑州 活力郑州欢乐游”串联了郑州美术馆、海洋
馆、二砂文化创意园、大卫城、正弘城、龙湖里、千禧广场、
CBD如意湖畔、郑州金融岛、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建业电影
小镇、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等众多文旅场所。游客来
到这些知名景区、网红打卡点，可以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浓郁
的文化内涵与时尚气息。

“郊野郑州 山水郑州休闲游”带您领略乡村美景和田园
风光，趁着节假日，不妨与亲朋好友一起自驾车去新郑红枣小
镇、新郑西泰山村、新密伏羲山、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巩义海
上桥村、竹林长寿山景区、登封嵩山少林景区、禅宗少林·音乐
大典、大熊山、摘星楼，拥抱大自然吧！

暑期研学旅行缤纷多彩
当暑假开启大幕，研学旅行迎来接待高峰。我市推出的

“研学郑州 读懂郑州文化游”线路更是贯穿古今，三条经典研
学线路异彩纷呈。

其中，“行走八千年，科技新郑州”线路穿越时空隧道，带您走
进裴李岗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二七纪念馆、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国
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郑州（国家）高新区智慧城市实验场、郑东新
区CBD千玺广场，感受郑州这座大都市的古老与现代。

踏上“研学中原黄河，读懂华夏文明”线路，您可走进黄河
博物馆、花园口景区、桃花峪黄河中下游分界线、嵩阳书院、嵩
山地质博物馆、观星台、黄帝故里欣赏黄河、嵩山壮美的自然
风光，感受厚重的黄帝文化。

“中华文明体验行”则涵盖少林寺、塔林、达摩洞、索道、三皇
寨、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嵩阳书院、嵩山地质博物馆、飞拉达攀
岩、观星台，漫步其中，您可品味世界文化遗产的厚重与多彩。

生动讲好“郑州故事”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当“诗与远方”

深情拥抱，古都郑州正在尝试用更生动的方式向世界讲述灿
烂的“郑州故事”。

在“5·19中国旅游日”当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面向社
会发布“2023郑州百家文旅休闲消费新场景”，包括网红景区
景点、旅游度假区、特色餐饮、特色文商旅综合体、星级饭店、精
品民宿、特色露营地、特色旅游乡村（镇）、特色演艺打卡地、特
色文博场馆等11大类 180家单位。其中，仅夜间文旅消费街
区就达 12个。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12个街区包括郑州记
忆·油化厂创意园、二七德化步行街、龙湖里、海汇港、金水区农
科路酒吧休闲一条街、郑州1948主题街区、郑东新区如意湖环
湖步道、巩义市长寿山风情古镇、登封市大禹城、管城回族区顺
城街、平等街、北顺城·代书胡同文化街区等特色街区。

正值盛夏，郑州正在推出“醉美·夜郑州”系列文旅活动。
市民可关注“郑州文旅云”微信公众号，打开“醉美·夜郑州”专
题栏目，阅读“夜游”“夜赏”“夜读”等板块，具体了解郑州游玩
路线、优惠措施等出游攻略。大家还可足不出户在线欣赏“盛
世梨园我来唱”郑州市戏迷擂台赛、“中原舞蹁跹”艺术广场舞
大赛、“唱响新时代”群众合唱大赛、“典籍里的中国”中华诵读
大赛等活动现场直播。

（上接一版）破解“停车难”是一项
巨大的系统工程，“停车难”还会引发

“乱停车”等不文明现象。不仅需要规
划设计，更需要科学引导和规范管理。
经开区相关部门通过走访调研，结合辖
区实际情况，统筹执法资源，建立“1+
4+N”联合执法常态机制。

何为“1+4+N”？即以“区精细办+
城管、交警、办事处、社区+N”联合执
法常态机制，“五指成拳”形成合力。
该机制突出部门联动、上下联动、信息
联动，由经开区精细办统筹，协调解决
治理难点、堵点，成立交警、城管专职
违停整治联合执法中队，属地执法中
队和辖区交警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属
地办事处组建违停劝导志愿服务队，
由交管部门负责统一培训、统一服装，
在主要交通路口、违停严重路段等值
班值守，发现违停立即劝离。一旦需
要执法部门配合，则立即启动联合协
作机制，确保协作顺畅和高效。目前，
已优先在明湖办事处组建了 14 支违
停劝导志愿服务队，共 200余人，基本

达到一个社区一支队伍。
在信息联动方面，经开区以党建引

领网格化基层治理为抓手，依托智慧城
管项目建设，将辖区所有停车设施、停
车泊位纳入城市停车系统，加快推进智
慧停车应用平台。同时，优化路边绿化
景观，引导非机动车“退路”停放。

N，就是遍地开花的志愿者队伍。
经开区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交通秩序整
治的积极性，开展了包括“交通违法我
参与”“交通安全小手拉大手”“随手拍”
等各类载体、各种形式的活动。

多举措破解“停车难”
破解“停车难”对于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市
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努力实现更高水平
的宜居、宜业具有重要意义。

自去年 8月以来，经开区凝聚“交
警、城管、办事处”三方主力，采取“劝拖
贴”“首小时免费、续停打折、10 元封
顶”等方式推动破解“停车难”。2023
年，经开区紧盯关键，深化机制统管停

车场建设。截至目前，经开区现有汽车
保有量约为11.5万辆，各类停车泊位约
14.3万个，可挖潜利用停车资源 21处，
挖潜停车泊位3553个。

通过对辖区闲置土地、待建工地等
停车资源进行全面梳理排查，目前经开
区已新开发 30 个临时停车场，共计
4073 个泊位；同时全面发动各单位积
极参与停车资源共享。目前，经开区行
政服务审批中心等单位作为首批开放
共享试点，已初步实现开放共享停车场
32个，共计4866个泊位。

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坚持堵疏结合、管理与服务
并重，持续推动道路序化管理，在常态
化推进“1+4+N”联合执法机制的基础
上，根据辖区各类网格交通拥堵程度和
停车需求，分级分类监管堵点、难点，着
力推动城市管理精细化、人性化、规范
化、法治化、国际化。通过开展“交通违
法我参与”等各类活动，调动群众参与
交通秩序整治的积极性，让市民成为城
市管理者、参与者和维护者。

破解“停车难” 办好民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