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援疆、教育援疆、人才援疆、文化润疆……2023年
2月13日，又一批援疆人才入疆工作，至今已将近一年。
回首征程，河南援疆郑州工作队以为国担当的使命感、为豫
争光的责任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迅速转变角色，聚焦主

责主业，用力用情攻坚。
身负重托赴千里，从此他乡亦故乡。援疆工作点滴渗

透，细雨无声，取得初步成效，受到援受两地好评，谱写出无
私援疆壮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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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两个“司机之家”
上榜暖心服务“百佳”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记者从郑州市总工会了解到，日

前，由全国总工会、交通运输部联合评选的 2023年暖心服
务“司机之家”揭晓，100个“司机之家”获得此项荣誉。其
中，郑州市有 2 个上榜，分别是河南玉泽物流园“司机之
家”、S85郑少高速公路新密停车区（郑州—少林方向）“司
机之家”。

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和全国总工会 2018 年开始推进
“司机之家”建设，为货车司机提供功能实用、经济实惠、安
全便捷的停车、休息、餐饮、淋浴、洗衣等服务。

记者了解到，河南玉泽物流园先后投资280多万元，装
修了“司机之家”酒店、党建活动中心、司机和职工活动中
心、健身房、阅览室、洗衣房，划出专门的停车场，装备全方
位监控、人脸识别系统等，保证司机朋友“吃住停休购”放心
安心、实惠方便。S85郑少高速公路新密停车区（郑州—少
林方向）“司机之家”配有独立住宿、洗浴、休闲功能区，休闲
区配备座椅、空调、电视、饮水机及微波炉等，并特别开辟工
会园地、交通安全教育园地及书籍区，为司机提供全方位贴
心服务。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铸就中华文明新辉
煌中展现郑州作为，为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
文化支撑，2023年我市开展了
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计划专
项课题研究。经专家评审，拟
对 498项课题予以结项，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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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图）特色商业街区该如何增添
浓郁的文艺气息？1 月 16 日，中原区首家“郑好看”小
剧场在保利久街正式揭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欣赏精
彩节目。

中原区是老工业基地，有着丰富的工业遗存。多家
棉纺厂、郑煤机、二砂等老工业区不仅见证了郑州工业的
辉煌，更是郑州人心中难忘的记忆。中原区深度挖掘这
些宝贵的工业遗产，“腾笼换鸟”，以创意驱动、美学引领、
艺术点亮、作品赋能，激活发展新引擎。该区积极推动

“郑好看”场馆建设，加快改造速度，在“一路四街”的“保
利久街”内开花结果，把工业遗存和现代商贸、夜间消费
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展现西郊的历史记忆、文化遗存、城
市变迁，打造出“工业旅游+时尚消费”特色休闲街区。这
些特色街区推动演艺、娱乐等向展示型、体验式发展，形
成新的消费增长空间。

作为我市新兴特色商业街区，保利久街商业街联动
一路之隔的中原万达，全力打造时尚消费聚集地。在华
山路南北轴线上，该街与芝麻街 1958 双创园、二砂文创
园、磨街文创园形成高度聚合的核心商业区。随着“郑好
看”小剧场的入驻，标志着中原区从此多了一个沉浸式小
剧场，“一路四街”新添靓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郑州市“郑好看”小剧场于 2020年成立，为贯
彻落实“一区一剧场”政策，2022年其成立金水区国贸店，
2023 年被授予“郑州市优秀小剧场”称号，迄今文艺演出
已近千场，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欣赏精彩节目。2024年，伴
随中原区保利久街店全新启幕，“郑好看”剧场也全面升
级，以全“橘”风格设计崭新亮相。市民不仅可欣赏演
出，还可到“喜剧+”概念生活区打卡，用幽默传递正能
量。该剧场拥有座位 100 余个，环境优雅，主打“新式喜
剧”，适合形式多样的小剧场演出以及创意市集和各类艺
术展览。其表演形式包括脱口秀、即兴喜剧、默剧、魔术
喜剧、素描喜剧、互动亲子剧等。在逛街消费后，市民可
走进小剧场感受沉浸式观演氛围，感受特色商业街区浓
郁的文艺气息。

身负重托赴千里 从此他乡亦故乡
本报记者 李娜 见习记者 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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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岭送课送教座谈会 河南援疆郑州工作队供图

让“千条线”拧成“一股绳”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援疆工作千
头万绪，如何将“千条线”拧成“一股绳”？必
须聚焦党建引领，实现援疆队伍由“河南人”
向“新疆人”的转变。

首先，要做好“统”的工作。党组织深
知没有统筹就没有高效，没有协调就形不
成合力的道理。前往新疆伊州前，在省前
指党委的领导下，按规程建立了伊州区指
挥部党支部，为以党建引领开展工作创造
基本条件。

不仅全面开展主题教育，还举办 3 次
全时段集中封闭培训、10 余次深入伊州基
层进行集体考察调研、组织 50 余次个人调
研……党支部把新疆工作的特殊性摆在一
切援疆工作的逻辑起点，通过对新疆工作全
面系统地了解，有了共同的信仰、生根于心的
凝聚力，为援疆队伍入疆后的快速融入奠定
了坚实基础。

无制度不成方圆。严格规范安全管
理、伙食管理、请销假管理等，细化制定九
项规章制度；开展演讲比赛、拍摄微动漫等
7大方面 13小项活动；开展专题培训、红色
拓展、主题党日活动……点滴细节润物细无
声，党支部在融融暖气中凝聚着虎虎生气。

同时，还要增强“放”的意识。队伍效能
想要长效持久，离不开“输血”，尊重队伍人员
的主体地位，才能激发队伍的“造血”能力。
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购置厨房设备、制定时
令菜谱、供给奶和饮用水……确保援疆干部
人才吃住舒心；组织大合唱、体育比赛、元旦
晚会等活动；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人员体质；干
部子女实现在疆就读……在党员先锋队伍的
切实引领下，为民情怀和群众观点聚焦着队
伍人员的急难愁盼，用以人为本的真诚态度，
夯实队伍根基。

以党建为引领，以组织建设的活动为支
撑，全体援疆干部人才以伊州为第二故乡，为
实现由“河南人”向“新疆人”的转变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人才“小组团”聚援疆“大能量”

“河南烩面亚克西！豫剧亚克西！”五六
月的哈密酷暑难耐，有一群文艺工作者却“组
团式”远道而来，冒酷暑、斗高温，将河南特色
美食、非遗表演、书画展等极具异“豫”特色的
风土人情带到哈密，让河南基因深植哈密人
民心中。

此次郑州共派出21名援疆干部人才，其
中，党政干部7人，专技人才4人，教师10人。
大家虽来源多样、年龄不一、经历各异，但目标
一致。来之前已明确主责主业，来之后聚焦各
自专长，在团结协作中，积极主动参与各项工
作，用实干实效推动援疆工作再上新台阶。

秋高气爽，豫哈第三实验学校在大雁南
飞中如期开学，豫哈第四实验学校也将在春

季破土动工；三道岭中学的孩子正如饥似渴

地汲取渴望已久的知识，为他们授课的是我
们的“援疆教师团”，即使课满超课，援疆教
师们也毫无怨言；38 名援疆教师中担任副
校长等管理职务的教师，想尽千方百计来更
好推进本校教学和管理的改革……教育人
才“组团式”援疆的鞠躬尽瘁、创新发展，带
动受援地学校管理、教研、课程立体式协同
发展。

不仅促进文化、教育等基础建设的全方

位发展，产业发展也是富民兴疆的关键。

援疆队伍同样同心强产业，携手促发展，

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领队坚持“走出去

请进来”的战略部署，不仅让宇通纯电动公交

车实现了批量交付，还先后到豫、粤、京、沪、

川等地参加招商和推介活动，洽谈对接项目

14 个，召开专题推介会 4 次，共落地项目 3

个，年到位资金 14.47 亿元。“组团式”的“产

业升级团”，用产业援疆击破当地经济发展、

人才就业等系列难题。

精准定位高谋划久久为功强动能

“血”是有了，但仅靠单方面输出无法形

成强劲的内生动力，若将干部援疆、资金援疆

向产业援疆、科技援疆、智力援疆等多位一体

转变，是否可有效推进“外部输血”向“内部造

血”转变，让当地自身各产业动能形成多层次

宽领域交流交往交融？

基于此，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安伟，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伊州区委书记

韩雪峰，分别对郑州援疆工作作出肯定性批

示；郑州市市长何雄率领党政代表团到哈对

接援疆工作，签署系列帮扶协议，捐赠500万

元；2023 年，12个援疆项目如期完成，累计

完成投资 2.73亿元；组织申报重点人才计划

项目，进一步助力伊州区人民医院重点科室

建设……高层领导干部充分发挥“智力库”作

用，用真抓实干为援疆工作谋划布局。

友城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郑州市先后有 11个市直单位和县（市、

区）与伊州区对接，硕果累累；引进柔性援疆

干部 12人，全面完成伊州区 30名乡镇干部

到郑州跟班学习计划，成效显著；中原名师哈

密行、郑州名师送教、省专家送医等重点工作

落地落实，深得民心……以人心为纽带，郑州

不断促进与新疆群众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让同心之花在天山下绚烂绽放。

2024年，河南援疆郑州工作队将坚定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指示批示精神、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

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央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把

边疆当家乡，把伊州当故乡，立足援受双方实

际，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身入心入，忘我

奉献，突出党建引领，突出项目带动，突出产

业援疆，突出交流交往交融活动，突出智力援

疆，奋力拼搏，奋发有为，奋勇争先，不断推动

对口支援工作出重彩、更精彩，为持续推动伊

州区高质量发展做出郑州贡献。

1月 17日，雪
后的郑州植物园，
美景如画。各色枝
叶在白雪的映衬下
更加醒目，碧绿的
水面平滑如镜。游
人在雪地上踏出美
丽的足迹，欢声笑
语在空气中回荡。
来植物园感受这
份独属于冬日的
韵味吧！

本报记者
徐宗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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