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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郑州风物郑州】】——见山见水见城郭见山见水见城郭 系列报道
新 材 料 产 业 链
质量提升行动启动
20家企业试点链式赋能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记者近日从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新材料产业链质量诊断品牌
培育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将组织 20 家重点企
业开展为期一年的质量提升行动，标志着质
量服务模式由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协同赋
能转型升级。

根据要求，此次试点企业将重点实现三个
突破：构建全员质量文化体系，从管理层到一
线员工强化“质量第一”理念，完善激励机制激
发创新活力；建立国际接轨标准体系，对标先
进制定行业质量标杆，推动产品标准升级；打
造产学研协同创新链，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尖端
设备，联合高校破解技术瓶颈。市场监管部门
将创新实施质量基础设施升级工程，方圆认证
等第三方机构需组建专家团队提供全链条技
术服务。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技术支撑
的三方联动机制，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新材料产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 陈凯 通讯员 刘金龙 文/图）
5 月 2 日至 5 月 3 日，第三十二届河南省体育
舞蹈锦标赛暨河南省街舞公开赛在郑州航空
港区河南省职工文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如图），
来自全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等地的近百支队
伍参与其中。

本届赛事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指导，
省体育总会主办，省体育舞蹈运动协会承
办。比赛设有标准舞、拉丁舞、单人标准、八
项 全 能 、六 项 全 能 、霹 雳 舞 1vs1、Free-
style1vs1 等项目，分为职业组、专业组、高
校组、少儿组、精英组、省队选拔组、公开组
等组别。

优 雅 的 华 尔 兹 、浪 漫 的 伦 巴 、火 热 的
探 戈、动 感 的 街 舞 …… 每 一 位 参 赛选手的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大家伴随着场上韵律十
足的音乐尽情起舞，完美展示体育舞蹈的魅
力和风采，感受参与体育舞蹈运动带来的健
康和快乐。

近百支队伍倾情参加

“舞”林盛会
燃动绿城

关注五一假期

本报讯（记者 张倩）5月 5
日，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各大
火车站积极服务假期客流返程
高峰（如图），发送旅客超 98.2
万人，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1816
趟，增开临客列车107趟，全力
满足返程旅客乘车需求。

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分析，
返程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济
南等热门城市，管内客流集中
于郑州往返洛阳、开封、南阳、
商丘等城市之间。为满足旅客
出行需要，国铁集团郑州局提
前研判客流趋势，统筹高铁和
普速运力资源，积极挖潜京广、
济郑、郑太等重点线路和郑开
城际等新线运能，及时增加热

门方向和区段运力投放，计划
增开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
热门方向直通临客列车34趟，
在管内郑州东至商丘、安阳东
至周口东等热门区段增开临客
列车73趟。上线175.5标准组
动 车 组 ，动 车 组 上 线 率 达
98.9%，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
程需求。

郑州铁路迎返程客流高峰
昨日发送旅客超98.2万人

本报讯（记者 张倩）记者昨日从郑州
机场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旅客乘机出行
热情高涨，初步统计，在为期 5 天的假期
中，郑州机场累计保障超40万名旅客顺畅
出行。

据了解，假日期间，郑州飞往昆明、
乌鲁木齐、海口、深圳、广州、厦门、三亚、
上海、成都、重庆等地的航线较为热门，
郑州机场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 3000
架次，日均执行航班超 600 架次。其中，
假期第一天航班最为繁忙，共计执行航
班 664架次。

为确保广大旅客假期顺畅出行，郑州
机场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加强引导问
询力量，及时分流旅客，有效提高了办理
值机手续的效率；设置特殊旅客休息室，
为无家长陪同儿童出行配备专人陪护，假
期累计护送超过 200 名无陪儿童顺畅乘
机；根据客流动态加开团队专柜、提供专
人引导，累计保障团队旅客超过 2000 人
次；针对晚到旅客，增开加急柜台，并为旅
客提供“爱心小黄车”，实现“点对点”快捷
运送服务。

郑州机场保障
超40万名旅客顺畅出行

登封文明旅游
蔚 然 成 风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景幸幸 张俊
峰）五一假期，登封市迎来旅游高峰，八方游客
齐聚于此，在井然有序的秩序中感受天地之中
文化的独特魅力。

假日期间，登封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
市假日旅游市场欢乐祥和、繁荣有序。在少
林、嵩阳、中岳三大景区，在显著位置设有公益
广告、景观小品和与景区环境相融合的“遵德
守礼”提示牌，运用各景区大屏幕、LED、语音
广播等多种形式开展文明告知、文明提醒、文
明规劝。所有景区工作人员放弃休息，认真落
实常态化志愿服务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同
时，积极主动为游客提供寻人找物、推抬轮椅、
医疗救助、维修车辆、协调解决票务问题等游
览服务。

在少林、嵩阳、中岳景区各设立学雷锋志愿
者服务站，专职志愿者服务队随时为游客免费
提供茶水、发放游览手册、文明旅游宣传彩页，
提供旅游咨询服务。三大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还
设立母婴室，提供贴心服务。

景区还设置专人对商业门店、摊位进行日
常巡查，及时对欺客宰客、叫客拉客、小商小贩、
超面积经营等行为进行排查管理，保障商业经
营文明有序。

文明旅游

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图）随着五一假期
接近尾声，郑州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5
日，为助力广大市民顺利返郑，郑州公交志愿
者兵分多路，走进多个人流密集的公交站点，
开展文明乘车志愿服务活动，以细致的服务铺
就暖心归途。

郑州公交“海燕”党员先锋队的志愿者分别
来到南三环京广路站、中州大道航海路站等多
个客流集中的公交站点，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心
返程保障。“车辆即将进站，请大家携带好随身
物品有序进站乘车。”志愿者一边提醒乘客注意
脚下安全，一边帮助乘客搬运行李。针对老年
人和抱小孩的乘客，志愿者还主动上前搀扶。

“B202路即将进站，大家携带好自己的随
身物品，做好乘车准备。先下后上，小心踏空。”
郑州公交B5路青年文明号党团员志愿者张冉
身穿红色马甲，头戴红帽在中州大道农业路站
台内温馨提示。同时，志愿者积极帮助乘客搬
运行李和换乘。

在火车站西广场，郑州公交“虎萍党员帮
帮团”的志愿者协助车长开展“三品”检查，还
化身“活地图”为乘客答疑解惑，节省了乘客出
行时间。

细致服务铺就暖心归途

公交站台闪耀“志愿红”

郑州公交“海燕”党员先锋队志愿者为乘客服务

（上接一版）如今看来，这样的工程似乎谈
不上巨大，更谈不上难度，但如果把时间倒推
至 1970 年，你会发现，它绝对是那个时代的

“超级工程”。
1953 年，河南省会迁址郑州，随着国家

“一五”计划、“二五”计划推进，国棉厂、郑州铝
厂、第二砂轮厂、郑州电缆厂等企业陆续建成
投产，郑州按下了工业化崛起的加速键。

到 1970 年，郑州人口激增，工业发展迅
猛，水资源短缺的短板日益凸显。

这一年，原本就不丰沛的贾鲁河出现断
流，郑州印染厂、郑州化肥厂等工厂因水荒而
生产停摆，提着水桶打水，成为一代郑州人难
以磨灭的记忆。

更让郑州难堪的是，作为铁路枢纽，过往
的火车，竟也出现加不上水的窘况。

紧挨着黄河，却是个缺水的城市？
“山上吃水贵如油，山下黄河哗哗流，姑娘

下山坡，山上光棍多”，流传于邙山头的顺口溜
形象诠释了郑州守着大河没水吃的尴尬状况。

1970年 7月 1日，“引黄济郑”工程——邙
山提灌站开工建设，全市上下欢欣鼓舞。

这是一场郑州总动员，全市 220多个工矿
企业，郊区 11个公社 232个大队，87所学校的
师生及机关干部、驻郑部队投身“会战”——20
多公里长的引黄干渠施工线上，白天人山人
海，红旗招展；入夜灯火辉煌，热火朝天。

在这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水利工程
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场景——来
自古荥公社黄河桥大队的“铁姑娘战斗班”，
最小的只有 15岁，最大的 20多岁，坚持奋战
在最前线；100 多村民组成的“师家河战斗
排”，冒着黄土坍塌的危险，扛起最艰苦的隧
洞工程。

在那个现代化机械稀缺的年代，一个人就
是一个机械，他们用铁锹、担子、推车，用手、用
肩、用脚，筑起来一座属于郑州人的人工天渠

——邙山提灌站，从邙山头到西流湖，绵延 25
公里，总干渠7条隧洞全长3700米，渡槽 3座，
桥、涵、闸、坝 100余座，最高峰 10万人同时参
加建设。

1972年 10月 1日，邙山提灌站建成通水。
全城人民欢呼雀跃，一渠清水从平原跃向

高原，飞越邙山头，缓解了城市缺水局面，解决
了干渠沿线十万余亩农田灌溉难题。

作为郑州主要水源供给，邙山提灌站肩负
着郑州市区70%的生产生活用水供给任务，直
至 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它转型为
城市生活用水重要热备水源和西流湖、金水
河、熊耳河、七里河、潮河、贾鲁河、索须河、枯
河等生态水系的重要水源供应地，继续润泽着
郑州。

运行50多年，累计供水80多亿立方米，邙
山提灌站当之无愧为支撑郑州高速发展的“水
动力”、护航城市发展的生命线。

郑州西北的“塞罕坝”
初夏的风掠过邙山头，漫山遍野绿浪翻

滚，掩映其间的亭台楼阁若隐若现。
如果不是旧照片，你或无法把它和嶙峋干

裂、支离破碎、风起黄沙的秃山丘联系在一起。
“兔子来了无草吃，鸟儿来了无树落”，40

年前，人们这样调侃邙山脚下的枣峪沟村。
一名老职工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风

沙大的时候，走进办公室，地上一串脚印，“谁
愿意来这上班？”

“山上光秃秃，山下黄沙漫，天天一身土，
住的土窑洞。”邙山林场原负责人田国岭记忆
犹新。

与邙山提灌站建设同期，270余名城市知
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邙山，在小顶山上筑
房打洞，建起了“邙山林场”。

他们开山修路，植树劳动，架管道，修水
池，采购苗木，在新开的层层台田上种栽植松

柏、大枣、核桃、石榴、椿树、榆树、杨树等树木。
“一年青，二年黄，三年变成干柴棒。”起

初，植绿的效果并不理想，土山陡峭，难以存水
蓄水。

景区园林所工作人员介绍说：“邙山土质
属于湿陷性黄土，又非常缺水。同样一棵树，
在山下长1年，在山上就需要长5年。”

如果可以穿越，你会看到：风沙弥漫的邙
山上，一群背着松柏树苗、挑着水的人，拖着蹒
跚步履，消失在茫茫黄沙之中；到后来，山上有
了零星的青绿，扛着水管的人穿梭期间；再后
来，绿色越来越多，黄色越来越少……

1977 年 2 月，郑州号召全市人民迅速行
动，进行为期3个月的邙山绿化大会战。

那是一代人的燃情岁月，郑州市民、企事
业单位职工、学校师生、人民子弟兵等 12万余
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4万余棵。

此后的植树节，全民义务植树和景区绿化
职工同向奔赴，一棵又一棵种树，一代又一代
种树，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从邙山头到邙
山，提灌站周边的18个山头披上了绿装。

飞鸟云集枝头，松鼠跳跃在林间。50余年
来，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从绿化到美化再到彩
化，不断进行软环境和硬设施的迭代升级，一
个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新邙山惊艳绽放。

现已绿化荒山 4000多亩，绿化美化彩化
林地 380多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 400余万
棵，森林覆盖率 90%以上，数字记录下邙山头
的生态跃迁。

随着“岳山耸翠”的古景重现，这里不仅成
为市民避暑养生的桃源胜境，更成为阻挡风沙
侵袭郑州的绿色长城。

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
谚语有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邙山

自古都是风水宝地，当我们登顶邙山，那些
散落在周边的遗址遗存和人文自然景观如

同答案之书，写下“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
去？”的答案——

炎黄二帝巍然屹立，与大地共生、与山川
同在、与日月齐辉，485字的《炎黄赋》展开了
五千年的文明长卷。

黄河碑林里，翰墨丹青和园林艺术交相辉
映，或灵动飘逸，或洒脱自然，或凝重深沉，或
雄伟大方，石碑不语，展示着黄河文化最精华
的篇章。

汉白玉雕琢的“哺育塑像”生动展现了母
亲河的形象——“母亲”发髻高挽，一袭唐装，
满目柔情地望着怀里的婴儿，具象化的黄河
母亲被镌刻在每个在此驻足停留的炎黄子孙
心底。

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如同
时光隧洞，黄河的历史变迁、黄土高原的沧桑
变化，华夏文明的演进历程在此徐徐铺展。

8万平方米的星海湖，湖光山色两相和，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激
荡人心的《黄河大合唱》响遏行云。

邙山提灌站，是解决郑州水资源短缺的生
命工程，也是凝结群众集体智慧、全民参与的
民心工程，更是生动展现“艰苦奋斗、知难而
上、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邙山精神”的精神
丰碑。

于“三桥汇”观景平台远眺，三代黄河铁桥
相互守望，浓缩了百年铁路的历史演变，见证
了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迁。

作为“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典范，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正在焕新蝶
变，奔向黄河囯家文化公园标杆、中华文明宣
传窗口的美好未来。

…………
黄土高原在此收束结尾，华北平原在此开

启新篇，恰如来路和征途的交汇，这青山绿水
间，奔腾的不只是黄河，耸起的不只是高山，更
是华夏儿女逐梦未来的力量源泉。

邙山：“人工天河”立其间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 文/图）科技互动，
寓教于乐。记者昨日获悉，今年五一假日
期间，河南省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累计接
待观众达 8.2万余人次，郑州科技馆接待游
客超 4.5 万人次，双双刷新纪录，展馆人气
再攀高峰。

打 造“ 科 学 + ”全 国 体 验 之 旅 ，60
场主题科普活动轮番上演……据了解，
两馆在假日期间精心策划多场特色主
题 活 动 ，河 南 省 科 技 馆 开 展“ 怒 发 冲
冠 ”“ 特 斯 拉 线 圈 ”“ 螺 旋 桨 的 推 力 ”等
经 典 项 目 ，游 客 们 在 趣 味 体 验 中 收 获

满满的科学知识。郑州科技馆围绕建
筑、自然、数学、工程四大领域，策划五
大主题实践，融合“劳动教育”与“科学
探索”，60 场主题科普为青少年打造一
个沉浸式、互动式、创造式的科学成长
平台。

五一假期，省市科技馆
累计接待超12万人次

河南省科技馆劳动节主题课程“动物界的‘打工仔’——蜜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