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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新密市溱水和洧水河畔的春日畅游令
人神往，而深藏在这里小村庄的古武术

“李家拳”让人惊叹。李家拳是土生土
长的中原武术，它在新密地区传承六代
已流传超百年，在被列入该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后，更是不断焕发新
的光彩。

新密拳术流传豫鲁冀
“来，展示一个‘叶下藏花’。”1 月 15

日，新密油坊庄，4岁的李道安在爷爷李中
喜的指导下练习起李家拳和童子功。小姑
娘今年正式开始学拳，动作尚显稚嫩，眼神
中却透露出超出年龄的坚定，一招一式间
带出的是一丝不苟的味道。

李中喜是李家拳第四代传人，他11岁
开始学习家传武术，精通李家拳精髓及三
十六式护身拳法和各种套路器械。1980
年起，他投身武术教学，培养了众多武术人
才，并多次获得国家和省市的奖项。为了
推动李家拳的发展，他2011年回归家乡油
坊庄建立李家拳武术馆，成为传承和发展
李家拳的重要场所。

油坊庄，这片位于新密、荥阳、新郑交

界的古老村落，自古便以尚武闻名。清代，
新密李氏家族第十一世孙李丙南目睹其子
李殿魁、李殿辅对武艺的热爱，遂聘请专业
武教头教导二人习练十八般武艺。《密县
志》记载了李殿辅1863年凭借卓越的武艺
考中癸亥科武举的事迹。

李殿辅兄弟不仅为家族赢得了荣耀，
更促使了当地习武风气的盛行。李家拳逐
渐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北方拳术之
一，如今仍流传于豫鲁冀三省。

一招一式蕴含武学哲理
李中喜介绍，李家拳是一门融合了护

身与养生的武术体系，强调“手眼身法步”
的协调统一，一招一式都蕴含着深刻的武
学哲理。“护身拳”则是李家拳的核心部分，
它以刚柔并济、劲力充沛为特点，动作之间
大开大合疾徐有度，展现出一种腾挪健毅
之美。

李家拳中的“护身拳”不仅讲究外在的
力量爆发，更注重内在气息的调节，36个
经典动作用来模拟各种战斗情境，“一炮冲
天”象征着力量的瞬间迸发，“二郎担山”体
现了稳如泰山的定力，“三炮齐鸣”则展现
了连续攻击的威力。这些招式的组合变

化，既是对练习者身体素质的考验，也是对
心性的一种磨炼。

相比之下，“养生拳”更侧重于强身健
体与修身养性的目的。它以内功修炼为基
础，追求内外兼修、张弛有度、开合沉稳的
效果，共有 34个动作，旨在通过缓慢而流
畅的动作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内脏功能，并
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

李中喜认为，李家拳不仅是一种武术

形式，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各项赛事中屡创佳绩
近年来，李家拳作为传统武术的杰出

代表，已被国家武术协会正式纳入全国传
统武术比赛项目。截至2024年，李家拳选
手在全国性赛事中屡创佳绩，累计荣获近
400项国家级金、银、铜奖，彰显了这门武
艺的现代活力与竞争力。

三省流传“李家拳”
本报记者 汪永森黄栖悦

（上接一版）走进全市网格的“神经中枢”——郑州市新型智
慧城市运行中心，只见大屏上可随时调出市域治理的重要数据，
还可以通过外接的视联、物联系统，调看全市关键区域的实时视
频和关键信息，统揽各级网格队伍。

融合云视讯、郑政钉、专用网等通信手段，畅通 12345热线
电话、110非警务事件等 10个民意反映渠道，推进党建网、政务
网、视联网、物联网“四网融合”，接入机场、车站、医院、商圈等
15.7万路视频，并入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的内部专
网……该平台一屏掌控和处置各类事项，形成扁平化治理中枢，
实现重点领域“一网统管”。

“城市治理各类事项，可迅速汇集到城市运行中心，指挥处
置实现市域一体、直达网格，市级指令 10秒内就能发送到所有
网格员。”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副主任刘剑介绍，通过
汇聚分析各类治理要素，让城市能感知、会思考、有温度，也让城
市治理更精准、更高效。

开发上线“郑好拍”“郑连心”等应用，完善高清网格电子地
图，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推动实现数据实时抓取、异常自动判断、
预警有效应对，全面掌控和处置市域内各类事项，形成“问题自
动发现、任务智能分派、信息直达基层、结果跟踪反馈”的智慧化
工作闭环。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郑州市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平台
累计处置各类事件 472.6万余件，事件办结率达 97.2%，群众满
意率达 95.8%。大量社会矛盾消化在基层、化解在当地，有效
推动城市从“经验”治理向“数字”治理、从“经验”决策向“智
慧”决策转型。

融合创新发展
推动城市治理迭代演进

“AI小郑”自动识别图片信息，生成问题以及智能分类，网
格员点击确认，迅速完成事件上报。

“以前我们要手动选择分类，随着梳理事项增加，事件分类
难度也在增加。”网格员小天说，如今有了“AI小郑”帮忙，可以
对比事件处置前后照片，协助判断是否符合办结标准，甚至可以
判断该事件是否属于小微事件，并发出提醒告知立案人员。

截至 2024年年底，“AI小郑”已累计帮助网格员进行事件
分类 116.8 万次，协助工作人员正确识别小微事件 103 万件。
经过不断优化迭代，“AI小郑”还可智能立案、派单、核查、生成，
为辅助决策提供支撑。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郑州市以智
能体城市建设为总平台、总抓手，逐步实现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
由 1.0 版“平安郑州”到 2.0 版“幸福郑州”，再到 3.0 版“创新郑
州”拓展延伸。

打开“郑好融”APP，企业与银行可直接办理信贷业务。郑
州不断丰富一体化政务服务场景，针对企业融资难题开发
APP，帮助企业融资3.13万笔、656亿元；推出惠企政策“亲清在
线”APP，将市级政策 378条、县级政策 947条精准推送到每个
企业，实现“政策找企、免申即享”。

场景应用的多元开发，推动“城市大脑”快速迭代进化。郑
州市坚持以数字政府为引领，建设政务大数据体系，通过“数据
分析+专家咨询”，提高科学化决策水平，推进城市综合大模型
和行业大模型开发应用，逐步探索解决数智时代背景下的社会
治理和经济发展难题。

建强“智慧大脑”，壮实“躯干手脚”，激活“神经末梢”。
在党建引领提供强大组织基础、大数据提供技术支撑的叠加
优势下，小网格释放大能量，持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澎湃动力。

“城，所以盛民也。”城市是容纳并服务于人民的平台。推进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迭代升级，在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上作示范，
郑州用“智慧”书写大城善治新篇章。

泰山村新春演出排练现场 本报记者 张立 摄

（上接一版）以黄帝臣“太山稽”命名，拥有
独一无二的文化山水景观，发展乡村旅游
优势显著。

在上级党组织关心支持下，乔宗旺
2007年回村任书记，当时村子的产业发展
尚未起步，他在党员会上发声，让全村人过

上好日子。
随后，泰山村开始了加速跑——借助

政策优势，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
一文化、一村一特色、一村一产业”五个一
的方案发展建设，初步形成“村在林中建、
水在村中流、人在绿中行”的宜居环境，村
庄层林涌翠、花草萋萋、溪水潺潺、鸟鸣啾
啾，是村民的美丽家园，更是都市人的桃花
源，成为省会周边生态振兴典型村庄。

生态养身，文化润心。为实现乡村文化振
兴，泰山村以新郑黄帝文化为中心，挖掘整理
了泰山村的黄帝会盟文化、马武文化、乡愁
文化，并衍生出相关文化旅游产品。村里每年
还举办老年节，推动乡村文化不断提升。

如今乔宗旺已在村任职十多年，在他
带领下，泰山村先后推出了生态观光农业、
游乐园、水上乐园、农家院、拓展培训基地
等项目。同时依托村内观音禅寺、黄帝会
盟祠、祈福台等景点，打造黄帝文化游，开
发泰山圣泉水、泰山圣果等系列传播黄帝
文化的产品，打造主题景区千稼集，启动民
俗体验文化游项目。

步入泰山村千稼集，仿佛回到上个世

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按照当时的村庄样貌
修旧如旧，建成颇具文化特色的乡村街市，
老火车头、电影院、理发馆带你穿越时光，
70后 80 后如同回到童年。文化特色、区
位优势加上科学管理，泰山村文旅产业迅
速成长，村集体资产一度突破3亿元。

“村集体年盈利最高达500万元，每年
利润全部分给村民。”曾有教师与经商经历
的乔宗旺经过十多年努力，带领村民从一
个少为人知的小山村建设成乡村振兴样本
的富裕村、文化村、明星村。

逐年增加的幸福感，是泰山村村民最
为津津乐道的，“春节参加庙会演出，有机
会上台露露脸、试试胆，还能领工资。”村民
乔女士是今年庙会的群众演员。她说，这
几年她的家从以前的平房旧屋搬进别墅一
样的新居，孩子在村里景区开了小店，再也
不用外出奔波打工，哪哪都好。

新的一年，泰山村又选好新赛道，制定
了以旅游康养和医养结合相融合的产业转
型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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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

看山看水看村 风景这边独好

（上接一版）建设集规范化、示范性与带动力
为一体的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持续优化直播
电商新生态，全力打造中部直播电商之城。

相关部门在深入本土外地多家企业开
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出台《郑州市加
快直播电商发展的实施方案》，为该行业积
极提供全方位支持与服务，共同推动直播
经济蓬勃发展。

孕育“新业态”
如何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加出

新业态，进而实现新发展？在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的征途中，商都郑州一直在不
断“引新、上新、焕新”。

这里有舌尖上的新滋味。一件件打着
鲜明“胖东来”标签的网红商品在 2024年
绽放郑州。去年的 6月 19日，“胖改店”郑
州永辉超市（信万广场店）开门迎客，首日
销售额即达 188万元，是调改前日均销售
额的 13.9 倍，客流量达 12926 人，是调改
前的 5.3倍。随后，永辉超市瀚海海尚店、
裕华广场店、龙湖锦艺城店等相继“胖改”
迎新。达美乐比萨也于上月正式亮相河南
市场，首店在郑州“安家落户”，该店开业首
日销售额突破35万元。

这里有潮流里的新玩法。2024年 12
月 27日，中原地区“首发经济代表作”——
遇见山海城市度假区在郑州正式“首秀”，
集时尚、设计、音乐、艺术、剧场、数字潮玩、
电竞于一体，实现了“吃、喝、玩、乐、游、购、

住、体、展、演、洗”全套“配置”，成为全业
态、全龄层、一站式综合城市度假目的地。

这里有令人期待的新地标。商都郑州
正在“谋新图变”，“弘坊”将于2027年在郑
东新区全新亮相。该项目将文化传承与现
代元素进行融合，集文化、艺术、商业、酒
店、办公等多元化业态于一体，巧妙地在商
业、城市与产业之间找到共融点，将融汇

“地方色彩+国际视野+特色设计”，承接都
市群体的生活情感与情绪价值，形成“一站
式生活方式中心”。

这里有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新场景。郑
州油脂化学厂蝶变为郑州记忆·1952油化
厂创意园；二砂那让人记忆深刻的红色旧
厂房“变身”二砂文创园；郑州磨料磨具磨
削研究所则成了青年的热门打卡地——磨
街文创园；郑州粮食储备库巧妙“化身”二
七米房文化时尚创意街区……

近年来，郑州市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改造、高水平运营，积极推进21条特色商业
街区改造提升，推动街区商旅文联动、数字化
升级，进一步带动消费升级，提高消费水平。

新业态催生新场景，新场景吸引新客
流。一批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经营差异化
的特色商业街区吸引众多省内外消费者纷
至沓来。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郑州拥有国家级特色商业街区3条、省
级特色商业街区 7条，中铁·泰和里、磨街
文创园获评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德化步行
街等 21 条重点特色商业街营业面积逾
120万平方米，品牌门店入驻总量超 1700

家，累计客流量达 1.72 亿人次。

壮大“新动能”
郑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特写镜头”，

凝聚在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郑州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决策部署中，体现
在市委、市政府确立的“中华经典、世界品
牌、时代时尚”工作思路中。无数个精彩的
浪花，汇聚成郑州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星辰大海”。

看体量，消费平台提质增效。以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郑州市持续加
快推进消费场景增品扩面，商业设施体量
位居全国前列。全市现有大型商圈10个，
省级品牌消费集聚区22个，2000平方米以
上商超215个、10万平方米以上综合体13
个。丹尼斯大卫城进入全国销售前列，正
弘城、中原锦艺城、杉杉奥特莱斯年销售额
均超20亿元。二七商圈和万象城被评为我
省首个国家级示范智慧商圈、智慧商店，德
化街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看项目，消费加速升级迭代。华润郑
东万象城、正弘坊、银泰商业中心等项目加
速推进，杉杉国际名品时尚中心、比亚迪

“迪空间”、苏宁易购MAX河南首店等项目
精彩绽放，山姆会员店、麦德龙新店等项目
正式签约。金融岛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
酒店加速建设。中央文化区文化交流中心
正在加快建设进度，中原国际会展中心二
期开工建设。

看特色，历史名城愈见风韵。一碗合

记烩面，一笼蔡记蒸饺，一盘葛记焖饼……

一个个令人回味无穷的“老字号”，串起古
都郑州的悠长历史与美好未来。近年来，
市商务局深入挖掘“中华老字号”资源，推
动合记烩面、蔡记蒸饺等本土“老字号”品
牌焕发新活力。随着天赐一木、二合馆已
获评“中华老字号”，全市现有“中华老字
号”达 5个，“河南老字号”达 22个，“河南
老字号”培育库企业达27家。郑州会展经
济也风起云涌。2024年，全市共举办糖酒
会、郑交会等展会活动227场，展览面积超
300万平方米，带动消费328亿元。

看未来，“买卖全球”风光无限。郑州
市跨境电商综试区批复以来，郑州先后出
台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形成

“一核、两极、多区”的总体发展格局，并为
跨境电商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产业支持。
首创“1210”“网购保税+线下自提”“零售
进口退货中心仓”等跨境电商新模式在全
国复制推广，全国唯一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药品试点、全国首批跨境电商B2B出口监
管试点在郑州落地运营，连续 8年成功举
办跨境电子商务大会。2024年，全市跨境
电 商 交 易 额 达 14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2%。在 2023 年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
考核评估中，郑州市跨境电商综试区在全
国 165个综试区城市中获评第一档，位列
全国前十。

大河奔腾，不舍昼夜。 一幅幅斑斓多
彩的画面，一个个鲜活动人的场景，映射出
郑州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和铿锵足音！

“买买买”的郑州消费热力十足

大城善治
郑州有方

应急投放工作提前启动

明起在我市172家
门店投放鸡蛋蔬菜

持续至1月25日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记者昨日从市商务局获悉，市
政府决定提前启动应急投放工作，计划于 1月 21日（农历腊月
廿二）开始投放鸡蛋、蔬菜，以有效应对降温和大风天气可能
造成的不利影响，全力保障春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确保广
大市民能够在春节前夕以更实惠的价格购买到鸡蛋、蔬菜等
产品。此次投放为期 5 天，将持续至 1 月 25 日（农历腊月廿
六）结束。

据了解，本次投放的鸡蛋和蔬菜价格均低于市场价。鸡蛋
投放价格为 4.78元/斤，投放的 10个品类蔬菜价格分别为大白
菜 0.48 元/斤、圆白菜 0.68 元/斤、白萝卜 0.38 元/斤、土豆 1.28
元/斤、洋葱1.28元/斤、西红柿3.48元/斤、黄瓜3.18元/斤、青椒
3.28元/斤、蒜薹3.28元/斤、芹菜0.98元/斤。

为方便市民在家门口附近选购，参与此次投放的企业有：丹
尼斯、大润发、华润万家、世纪联华、华
豫佰佳、万邦生鲜、乐强百货、美惠佳
超市、大张超市、爱家超市、郑州百硕
金街百货有限公司等超市的全部或者
部分门店，共计172家门店。

扫
码
观
看

门
店
地
址

本周我市或迎雨雪天气
气温持续降低注意保暖
本报讯（记者 张华）入冬以来天气持续晴暖干燥的格局即

将迎来转变。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台获悉，22日（本周三）夜间有
小雨，持续至24日，25日、26日或有小雨或雨夹雪天气，这也将
成为我市今冬的首场雪。

雨雪的到来，将结束近期持续 15℃左右的温暖，21 日开
始最高气温将降低，26 日最高气温仅有 3℃，市民应注意添
衣保暖。

郑 州 市 本 周 七 天 天 气 预 报 ：1 月 20 日 ，晴 天 间 多 云 ，
0℃～15℃；1月 21日，多云转阴天，0℃～12℃；1月 22日，阴
天间多云，夜里有小雨，2℃～10℃；1 月 23 日，小雨转阴天，
2℃～7℃；1月 24日，阴天有小雨，东北风 3～4级，3℃～7℃；1
月 25 日，阴天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北风 3～4 级，3℃～5℃；1
月 26 日，雨夹雪或小雪转阴天，西北风 3～4 级，阵风 6 级左
右，-1℃～3℃。

挑大梁走在前挑大梁走在前 开创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开创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

4岁的李道安在练功 王洪涛 摄

【【对标对标““四高四高””看发展看发展】】 系列报道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效能治理

【【““街头巷尾街头巷尾””看发展看发展】】 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