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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一场“非遗市集”
是种怎样的体验？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 文/图）1月 18日，中铁·泰和里唐宋梦华
内街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各自传承非物质文化手艺，为这
条街区平添了几分文化气息。上午 11点，“见郑欢喜·大美非遗”
市集启动仪式在此举行，来自全市的40家非遗项目传承人与现场
市民在锣鼓喧天、舞狮登台的热闹气氛中共同见证非遗市集开幕。

乙巳蛇年，作为我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世界非遗”春节，
年味愈发浓郁。为让全市人民和八方游客在郑州感受这属于世界
的“中国年”，郑州市精心策划了“见郑欢喜·大美非遗”主题活动，
通过集中展示、现场表演、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呈
现郑州市丰富的非遗资源，让市民朋友“一站式”领略郑州非遗的
独特魅力。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本次非遗市集活动由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办，郑州市非遗保护和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中心、二七区文化
旅游体育局、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中铁·泰和里联合承办。活
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展示展演、产品销售、互动体验等多个环节，市民
可以在市集中亲身感受非遗魅力、品尝非遗美食、选购非遗文创。

从香飘满街的西瓜酱现场制作，到软糯吉祥的枣花馍吸引外
国游客打卡，40家甄选自金水、二七、新郑、登封等区县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给市民带来了不同的非遗体验。游客既可以在耿
氏香摊位前一品浑然天成的扑鼻香气，也能在糖画展台中转上一
次仪式感满满的“糖画选盘”。漫步市集，红屋飞檐烘托节日喜庆，
热闹街市点缀节日氛围。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次活动启动后，直至正月十五元宵节
前，市集都将于每周六、日向市民群众开放，欢迎市民朋友来此逛
吃打卡，体验传统文化与唐宋国潮的魅力。

另据了解，随着本次“见郑欢喜·大美非遗”市集的启动，全市
一系列精彩非遗体验与展示活动将随之展开，精彩还在后面。

锦鲤跃然“馍”上，栩栩如生；醒狮花馍，活灵
活现；生肖蛇花馍，憨态可掬……蛇年春节的脚
步声日渐临近，“红红花馍”的面点师傅愈发忙碌
地赶制订单。经过揉、捏、搓、剪等诸多工序后，
一个个热腾腾、胖乎乎的花馍在氤氲的蒸汽中出
炉，发往全国各地。

走进位于惠济区的“红红花馍”工作室，浓郁
的面香味扑鼻而来。工作室操作台上摆放着剪
刀、刷子、梳子等五花八门的花馍工具。“红红花
馍”创始人朱红红和面点师傅正在精心制作一系
列蕴含生肖蛇元素的花馍，巧思+巧手，对面团
捏、剪、修塑形后，一个身上写着“富”字的醒狮
花馍便初步制作完成了。

此前蒸下的一锅花馍正好新鲜出锅，地道的
年味随着袅袅蒸汽氤氲开来。朱红红告诉记者：

“这是专门为蛇年制作的‘蛇年暴富’，这款柿子花
馍的寓意为事事如意，福袋花馍则象征着福气满
满，都是热销款式。”各种样式的花馍被赋予特殊
的意义，为人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腊月，是“红红花馍”一年中最忙碌的时
间。从一个个普通的面团，摇身一变成为一
件件活灵活现的艺术品，相当不易。“花馍的
制作有着非常严格的工序，揉面、发酵、捏制、
蒸制等道道工序都需要精益求精，要严格把
控时间和温度，才能确保花馍的口感好、整体
造型漂亮。”朱红红说。

传承传统文化，要守正也要创新。朱红红介
绍，他们在继承传统花馍造型的基础上融入现代
元素，从福袋、醒狮、元宝等传统造型，发展到奥
特曼、草莓熊、愤怒的小鸟等新形象。此外，朱红
红告诉记者，在给花馍上色时选用的是新鲜的蔬
菜和水果，打成汁后和进面里，如黄色是南瓜、绿
色是菠菜、紫色是紫薯、红色是甜菜根等，兼顾花
馍的美观与健康。

从2018年开设花馍工作室，到如今成为拥有

制作小型花馍订单的工作室、承接大型订单的厂
房、存储产品的冷库，朱红红的花馍也在这个过程
中从郑州走向全国。

于朱红红而言，花馍不仅是一种食品，更是
一种独具魅力的传统艺术，而她学习了这门技
艺就要担当起讲好花馍故事的责任。今年，朱
红红打算开设一家花馍展示门店，让更多人领
略传统花馍的魅力。

蒸出来的“花”样年味
本报记者 安欣欣 文/图

面点师正在制作醒狮花馍

2024年全省GDP
同 比 增 长 5.1%

完成63589.99亿元
呈现稳中向好、稳中向新、稳中向优发展态势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
昨日发布 2024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结果，202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3589.99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稳
中向新、稳中向优的发展态势。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491.40亿元，增长 3.3%；第二
产 业 增 加 值 24346.17 亿 元 ，增 长 6.8%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33752.42亿元，增长4.1%。

生产供给保持稳定
全年全省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工业经济稳健运行，服务业平

稳恢复。
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总产量 1343.87 亿

斤、同比增长1.4%，连续8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
工业经济稳健运行。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

比 2023年加快 3.1个百分点。超八成行业生产保持增长，七成
行业生产改善。

制造业较快增长、支撑明显。2024年，全省规模以上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
达89.0%；主导产业快速增长，电子、汽车、装备等产业引擎作用
发挥显著。全年全省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快于全
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7 个百分点；传统产业快速恢复，化
工、轻纺等产业回升迅猛。全年全省传统支柱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7%，比 2023年加快 5.2个百分点；重点产业链群挺起全
省工业脊梁。全省“7+28+N”重点产业链群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9.5%，对全省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2.4%。

服务业平稳恢复。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去年 1~11月，
全省规上服务业十大行业门类中，有 8个营业收入同比实现增
长，增长面达80.0%；文旅市场持续活跃。1~11月，全省规上娱
乐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4.4%；金融支撑实体经济有力。
12 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09446.9 亿元、同比增长
8.8%；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89257.3 亿元、同比增长 6.8%。交
通物流回暖向好。2024 年，全省公路水路客运量同比增长
21.7%，旅客周转量同比增长 24.7%，货运量同比增长 3.5%，货
物周转量同比增长7.3%。

有效需求稳步释放
2024年，重大项目拉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消费

新业态培育、消费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外贸发展基
本盘不断夯实。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去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0%，比 2023年加快 4.9个百分点。重大项目支撑作用凸显。
11318个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7.6%，拉动全省投
资增长4.9个百分点，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70.0%。工业
投资持续两位数增长。全年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1.6%，比
2023年加快 12.7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7.0 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积极性增强。2024年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0.5%，
比上年加快14.4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所回升。

消费市场稳中有升。2024 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596.69亿元，同比增长 6.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
额增长 8.0%。超八成商品零售保持增长。部分升级类消费快
速增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需求加快释放。去年全省限
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商品零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30.8%、15.7%。

外贸进出口逆势上扬。2024 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8201.7亿元，同比增长1.2%。

高质量发展底气足信心强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全省经济发展的动能之变、结构

之变、质量之变成效日益显现，筑起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的信心和底气。

动能之变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新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2024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
同比增长12.0%、9.2%，分别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9、
1.1个百分点；新动能投资增势强劲。全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投
资同比增长 20.9%；新兴服务业活力彰显。1~11月，全省规上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7.7%、16.7%，分别高于全省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 24.6、
13.6个百分点；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发展。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7.9%，高于全省限额
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 9.9 个百分点；后劲支撑稳固增
强。全年全省实有经营主体1127.77万户，同比增长3.1%，其中
企业 318.21万户，同比增长 6.1%；创新引领持续强化。全省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预计连续4年超千亿元。

结构之变优化了经济发展质效。产业结构更优。去年全省
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 29.2%，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3%，比上年提高10.7个百分点，
工业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作用充分显现；投资结构更稳。
全省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6.9%，比上年提高4.4
个百分点；消费结构更新。全省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
额占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8.4%，比上年提高
1.0个百分点；能源结构更绿。全省可再生能源期末装机容量占
全部装机比重达51.4%，比2023年提高3.0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来之
不易，充分展现了河南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坚实。但也要看到，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好仍面临
不少挑战，下一步仍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巩固
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春节临近，市城管局组织各级城管绿化部门对城市绿化景
观进行微改造、新升级，用天然色彩为城市披上节日盛装。图为
微改造后的商务内环路绿化带。 本报记者 谷长乐 摄市民在非遗市集摊位前品尝中牟瓜豆酱

（上接一版）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思路，强
化举措、克难攻坚，努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
中挑大梁、走在前，不断开创中心城市建设
新局面。在建设中心城市上再加力，持续
提升城市建设水平、承载能力、服务功能、
群众满意度，确保整体上台阶、行业争一
流。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上担重任、扬
优势、补短板，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
走在前，突出制造业主攻方向，加快推进电
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现代产业向万亿级
产业集群迈进，积极培育发展低空经济、人
工智能、机器人、元宇宙等未来产业。在打
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上求突破，
坚持制度型开放引领，巩固拓展开放通道
优势，探索开辟“数字丝绸之路”，高标准举
办重大国际交流活动，不断扩大郑州国际
影响力。在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上善作
为，突出保安全、优生态、强文化，确保黄河
安澜，谋划实施好重大水利工程，系统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持续办好黄
河文化月品牌活动，讲好新时代黄河故
事。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上作示范，用好

“党建+网格化+大数据”模式，依托智能体
城市建设，加快打造“大综合一体化”城市
智能中枢，实现由“幸福郑州”向“创新郑
州”“智慧郑州”迭代升级。

省人大代表何雄：
知责担责加压奋进努力在全省
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走在前

何雄说，聆听了王凯省长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总结成
绩务实精炼，部署工作措施精准，是一份高
举旗帜、坚定信心、开拓创新、催人奋进的
好报告。过去一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
全省人民，紧跟党中央步伐，立足我省实
际，落实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经济运行稳

中向好、好中向新，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改
革开放纵深推进，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
大局保持稳定，交出了殊为不易的精彩答
卷。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郑州全市
上下铆足干劲拼经济，较好扛起了经济大
市挑大梁的政治责任，高质量发展迈出坚
实步伐。

何雄表示，要聚焦提振消费、推进项目
建设、支持企业增产增效、优化营商环境、
稳定经济运行等全力抓好一季度经济工
作，确保实现“开门红”。要抢抓国家增量
政策机遇，建立完善政策性资金项目储备
库，切实用好用足政策，采取超常规、快节
奏、具体化举措，推动政策靠前发力、项目
靠前实施、措施靠前落地。要不断提升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发扬钉钉子精
神，出实招、求实效，以改革创新、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扎实推进、
圆满完成。

省人大代表路云：
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

惠及人民群众

路云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既立足当
前、又着眼长远，既聚焦发展、又关注民
生，政治站位高、发展定位准、系统谋划
深、工作落地实，总结成绩全面准确，部署
工作措施有力，是一个彰显初心、提振信
心、凝聚民心、鼓舞人心的好报告。报告
尤其在科技创新、文化建设、枢纽经济、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等方面对郑州提出
了具体要求，倍感振奋，深感到责任之
重。报告用实实在在数据，绘就了一幅民
生答卷，彰显了政府浓浓的为民情怀和强
烈的责任担当。

路云建议，省委省政府继续压实主体责
任，抓好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指导，强化支持
保障，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
人民群众。

省人大代表李党生：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李党生表示，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

扣省委工作部署和河南实际，突出高质量

发展主题，是一个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凝
心聚力的好报告。对于 2025 年的发展谋
划，省委省政府政治站位高、格局视野宽、
统揽能力强，准确把握“十四五”收官和“十
五五”谋划这个大局大势，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彰显了对标看齐的坚定自
觉、融入全局的开放胸襟、勇挑大梁的大省
担当。

李党生建议，以郑州市域为单位，推动
建立高校与属地科研机构、企业、人才团队
定期会商、议事、联动机制，加强平台资源共
享，提高校地合作实效，推动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高创新能级、科技水平，
更好引领支撑郑州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挑
大梁、走在前。

省人大代表林鸿：
高质量发展的势头更强劲

作为科研界代表，林鸿特别关注政府工

作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等重点

工作，尤其提到，今年我省要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强化一流创新生态构建、突出未

来产业培育等，这些内容令他深受鼓舞、信

心倍增。

林鸿介绍，得益于长期以来河南对科技

创新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郑州计量院目

前已启动“碳测量技术”相关领域高端仪器

装置的研发与生产工作，提升了河南在碳测

量与仪器仪表领域的声誉，形成了碳测量科

研能力及成果转化的新优势。相信在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2025年河南高质量发展将
动能更足、势头更强劲。

省人大代表汪守景：
持续完善“党建+网格+大数据”
治理模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汪守景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完善
基层治理体系、更大力度推动民生持续改善
等内容，令人深有感触、十分振奋。

汪守景认为，做好党建引领网格化治
理，基础在组织，关键在网格，根本是数据，
核心是智能，目的是服务。随着工作深入推
进，实现了治理工作从各自为战到“一盘
棋”、零敲碎打到“大合唱”、粗放随意到标准
化、泛化管理到精准服务、烦琐被动到数字
智能的转变。建议创新推进党建引领网格
化治理工作，持续完善“党建+网格+大数
据”治理模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努力
让群众生活更美好。

省人大代表乔宗旺：
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

乔宗旺说，乡村振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

题，更是一个涉及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

多方面的综合问题，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泰山
村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同时发展农副产
品深加工等产业，如今村里基本实现了家有
产业、人有活干的共同致富新格局。

乔宗旺说，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永 远 是 我 们 基 层 党 组 织 奋 斗 的 目 标 。
2025 年，泰山村制定了以黄帝文化为主
题、穿越文化为载体新的 5年旅游规划，以
及旅游康养与医养结合相融合的 15 年产
业转型规划，相信在新赛道上，泰山村必将
走向新辉煌。

郑州代表团举行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上接一版）八是更大力度推动文化传承
发展，塑造文旅文创新品牌，彰显文化遗产
新魅力，扩大文化服务新供给。九是更大
力度推动民生持续改善，努力让就业更充
分，努力让教育更优质，努力让人民更健
康，努力让社会保障更完善，更好满足群众
高品质生活需求。十是更大力度推动发展
和安全良性互动，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提高
防灾减灾能力，防范经济领域风险，提升社
会治理水平，以高效能治理守护好人民幸
福和安宁。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新征程新使命，我
们将以改革精神和更严标准加强自身建设，

全面提升政府履职水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严格依法行政，尊崇法治、敬畏法
律，自觉接受监督，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
规范运行。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巩固深化党纪学习
教育成果，带头过紧日子，带头廉洁从政，带
头担当作为，努力创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的新业绩。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让我们更加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锐
意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南篇
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大 会 审 查 了 河 南 省 2024 年 国 民 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5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25 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草
案 ；审 查 了 河 南 省 2024 年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和 2025 年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2025 年
预算草案。

张庆文、刘玉江、宋争辉、孙运锋、郑海洋、

李酌、谢玉安、戴柏华、霍金花、张震宇、刘炯天、
朱焕然、胡道才、段文龙、祖雷鸣、高体健在
主席台就座。

林树森、王京武、王小平、马懿、徐济超、
乔新江、周春艳、李英杰在主席台就座。

张世军、张以祥、贾连朝、王明义、王文超、
张程锋、铁代生、张大卫、刘春良、蒋笃运、
赵建才、李文慧、张维宁在主席台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其他
成员。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省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