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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章：抓消费挖潜力市场复苏持续提升 中篇

居民消费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关键环

节。如今，餐饮、文旅、影院等线下场景快速复苏，

商场、商业街重新热闹起来，体育赛事、演唱会常常

一票难求。

9月 9日晚，蔡依林《丑美人》2023世界巡回演

唱会郑州站在郑州奥体中心举行，全场座无虚席；

9月 10日，郑州海昌海洋旅游度假区在多渠

道开启预售抢票，一场沉浸式“鲸”奇海洋之旅即将

呈现；

9月 14日上午10时，郑州第二批2000万元汽

车消费券开启抢领通道，不少市民定好闹钟，掀起

一股抢券热潮；

…………

围绕恢复和扩大消费，郑州打出了一系列促消

费“组合拳”，推出多种领券、让利促销活动和举办

多项大型演出、赛事，更好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发放消费券“烘”热经济

持续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市以

培育消费热点为主线，精心策划组织开展多项促消

费活动，全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举办第四届“醉美·夜郑州”活动，市、区两级财

政投入资金共计 1.3亿元，联动开展促消费活动超

200项，发放各类消费券90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

约62亿元，掀起夜间经济新高潮。

拉动汽车消费。元旦春节期间发放汽车消费

券1.5亿元，拉动汽车消费75亿元，杠杆率达到1∶50；

7月、8月，再度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直接带

动消费约60亿元。

促进家电消费。通过云闪付发放家电消费券

2000万元，每天投放5000张，全市近500家家电专营

门店参加活动。活动期间，2000万元家电消费券全部

核销完毕，直接带动消费1.26亿元。（下转二版）

当好国家队 提升国际化
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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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3北京文化论坛致贺信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习近平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提升政治能力落实政治责任
建 设 让 党 放 心 让 人 民 满 意 的 模 范 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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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阳生在中原科技城调研座谈时强调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构建协同联动格局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心

王凯出席座谈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孙亚文）9月
14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中外媒体黄河
行启动仪式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举
行，2023年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正
式拉开帷幕。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出
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玉国主持，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吕挺琳，人民日
报社河南分社社长王乐文，中国外文局
新媒体国际传播中心常务副总经理王新玲
分别致辞。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侃出席。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河南作为
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伴
随着黄河文化的传承弘扬而发展壮大。
郑州是河南省会，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充满活力、发展迅猛，潜力无限、后劲十
足。近年来，郑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围绕“行走河南·读懂
中国”主品牌，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
略行动，连续 3 年举办黄河文化月活动，
全方位擦亮“天地之中、华夏之源、功夫
郑州”文化标识。

举办“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中外媒体

黄河行暨 2023 年中国（郑州）黄河文化
月，旨在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
价值，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让世界通
过黄河文化进一步了解郑州、认识河南、
读懂中国。活动邀请到人民日报、人民
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
日报、中新社、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人民
网、环球时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
环球网等中央媒体，美国、意大利、新西
兰、俄罗斯、阿根廷、匈牙利、西班牙、阿
塞拜疆等国外媒体，以及省、市新闻媒体
参加。

王乐文、王新玲表示，河南为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守正创新、担当作为。了解
河南、郑州历史文脉，讲好河南、郑州历史
文化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的应有之义。媒体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探访黄河文明，开启大众了解郑州、关注河
南、读懂中国的文化之旅。

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奔流——鲁
迅博物馆藏黄河流域石刻拓片展”。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
任平萍，省文物局局长任伟，市领导陈明、
虎强出席。

本报讯 9月 14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
郑州市中原科技城调研，主持召开座谈会，
研究推进中原科技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中
原农谷建设。省长王凯出席座谈会。

河南省区块链产业园已有50家企业入
驻。楼阳生听取产业园建设运营情况汇报，
指出要抓住区块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
业细分的契机，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
发展，培育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增长企
业，加快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在中原超级
总部基地项目工地，楼阳生询问规划布局、
建设进度、周边配套等，强调要优化设计理
念，把准方向定位，注重集聚创新资源、科技

力量，努力打造总部经济新高地。楼阳生察
看中原科技城“四梁八柱”项目和入驻企业
研究院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水平创
新平台布局，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助力
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楼阳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原科
技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中原农谷建设情况
汇报。楼阳生指出，省委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创新体制机
制，集聚资源要素，构建形成了以中原科技
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中原农谷为支柱平台
的“三足鼎立”科技创新大格局，国家创新
高地和重要人才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取

得新成效。要抢抓机遇、咬定目标，蹄疾步
稳、久久为功，坚定走好以创新驱动引领高
质量发展之路。要加快物理空间建设，明
确时间节点，加大建设力度，完善功能、完
备配套，为创新活动开展提供良好条件。
要打造一流公共研发平台，认真梳理、深入
研究，补齐公共研发平台建设短板弱项，健
全体系、完善服务、优化机制，实现资源开
放共享，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快
科研成果转化，围绕发展所需、产业所急，
凝练一流科研课题，加强全程跟踪，推动科
研成果就地就快转移转化。要发挥创新主
体作用，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两个创新主

体紧密结合起来，健全联结机制，贯通产学
研用，增强企业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大
金融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天使、
风投、创投基金等，打造一流金融生态，形
成资本市场和创新活动良性互动。要引育
一流人才团队，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充分调动用人单位积极性，不唯地域引进
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倾其所有培育人
才，真心实意服务人才，加大开放合作，加
强学术交流，让创新创造的活力在中原大
地充分涌流、竞相迸发。

安伟、王刚、宋争辉、李酌参加。
（据《河南日报》）

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郑州故事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中外媒体黄河行
暨2023年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启动仪式举行

安伟宣布活动启动

纵横当有凌云笔
诗在中原咏中华

第七届中国诗歌节9月21日在郑启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金秋九月，又一场文化盛会将在古都郑州
精彩绽放。昨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在京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
悉，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
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共服务司、《诗刊》社、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七届中
国诗歌节将于9月21日至27日在郑州市举行。

据了解，第七届中国诗歌节的主题为“诗在中原 歌咏中华”，
主体活动包括：开闭幕式及文艺演出，诗歌主题研讨会、诗歌采风
创作和征集、群众性诗歌活动、诗歌主题剧目展演、诗歌主题精品
旅游线路发布等，同期河南还将开展系列诗歌活动。

其中，开幕式将于 9月 21日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举办，以
诗歌朗诵、情境表演、声乐、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一场
精彩的开幕演出。闭幕式将于9月 27日举办，主要内容包括中国
诗歌节节旗交接仪式及闭幕文艺演出。主体活动中，诗歌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著名诗人、诗评家、学者及部分诗歌刊物主编进行主
题交流探讨。诗歌采风创作与征集活动将邀请全国知名诗人深
入历史文化重镇、红色革命圣地和现代化建设现场体验感受，创
作推出一批优秀诗歌作品。群众性诗歌活动将以诗歌讲堂、吟诵
展演、中秋诗会和市民体验等形式开展系列普及面广、参与度高
的诗歌活动。主题剧目展演将邀请一批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郑
州集中展演。

据介绍，本届诗歌节将整合全国各地诗歌优秀资源，以郑州
为核心，以洛阳、开封为重点，联动鹤壁、安阳、新郑、登封、巩义、
新密等多个历史文化名城，并与成都、西安、宜昌等往届诗歌节举
办城市开展互动，覆盖地域之广、影响范围之大将创历届之最。
届时不仅邀请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参与诗歌节，也将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惠及更多人民群众，欣赏诗歌艺术、感受诗歌魅
力、分享诗歌艺术成果。目前，该活动已经开展系列群众性诗歌
活动，并面向全国进行诗歌征集。

据了解，作为承办城市，郑州以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三
馆一站”公共文化服务场馆为主阵地，已提前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新颖、群众参与广泛的预热活动 20多项，吸引大众广泛参与，推
动“诗意”生活成为社会风尚。本届诗歌节举办期间，巩义市将在

“诗圣”杜甫出生地举办“故乡月·家国情”杜甫故里诗歌朗诵会；
登封市将举办“文脉嵩山·诗意中国”嵩门待月中秋诗会；新郑市
将在白居易故乡举办情景歌舞诗颂剧“东门·踏歌”展演；荥阳市
将在刘禹锡公园举办“碧霄诗豪凌云诗才”中小学诗歌吟诵展演。

本届诗歌节还坚持融合思维，将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融合，
如舞剧《水月洛神》、豫剧《大河之子》、中国诗歌主题交响音乐会、
中央民族乐团“声诗润朱弦”古典诗词合唱音乐会等将诗歌与科
技融合，扩展诗歌展现空间，丰富审美感受。同时组委会尝试创
新诗歌线上呈现方式，发挥线上移动化、社交化、互动化等优势，
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扩大受众规模，打造“永不落幕的诗歌节”。

9月 13日晚 9点半，市民
陈女士在为第二天的活动出
行查找公交路线，她打开郑州
行 APP 浏览，出发地到目的
地公交换乘一览无余。“这款
软件不仅能显示离我最近 4
条公交线路的上车点位，还显
示换乘线路、里程、所用时间
及步行里程、道路畅通情况，
根据这些信息，我很快选好了
最便捷的出行路线。”第二天
清晨，陈女士按预计时间顺利
乘公交到达了活动现场。“有
了智慧公交加持，让我更乐意
绿色出行。”参加完活动，陈女
士很是满意。

市民宋先生乘坐的公交
车正在行驶，车长身边的车载
通信设备突然响起，随之传来
公交调度员的声音：“前方路段
拥堵，请提前改道。”车长依令
而行，避免了乘客长时间等待。

近年来，郑州公交不断推
动数字化转型，建立了智能调
度指挥系统强大的计算能力，
提升了公交车的准点率。郑
州公交从燃油车、燃气车更新
到新能源车、纯电动双层车；从
上车投币到公交月票，从公交
IC卡到移动支付……公交车
滚滚向前的车轮，就是我市数
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缩影。

引领数字化绿色化
协同转型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
划》提出，“深入推进绿色智慧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数字化绿
色化协同发展”“以数字化引
领绿色化，（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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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升市民防空
警报识别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
关规定，经市政府批准，定于 9月 18日（星期一）上午
10时 00分至 10时 31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人民防空
警报试鸣活动。

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
种：预先警报，鸣36秒，停 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
（时间为 3分钟），试鸣两个周期，间隔 3分钟；空袭警
报，鸣 6秒，停 6秒，重复 15次为一个周期（时间为 3
分钟），试鸣两个周期，间隔 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试
鸣 3分钟，试鸣一个周期。每种警报间隔 5分钟，共
31分钟。

请全体市民听到警报信号后，保持正常生活和工
作秩序。防空警报鸣放试听请点击：https://zzrfb.
zhengzhou.gov.cn/jbst/5231711.jhtml

郑州市人民政府
2023年9月15日

关于警报鸣放有关事项的
公 告

“一揽子”政策扩大消费 多场促销活动惠及市民

老百姓吃喝玩乐更“嗨皮”
本报记者 张倩 成燕 陈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