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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人间天河”穿城过
本报记者 李宇航 文 马健 图

一项举世瞩目的工程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2002 年，国务院

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同年，南水
北调工程正式开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距
离最长、受益范围最广的调水工程拉开序幕。

2009年 7月，南水北调中线河南郑州段
工程开工建设，从新郑市观音寺镇英李村，到
黄河之滨的荥阳孤柏渡，经过近 2000个日夜
的克难攻坚、奋力苦干，一条 129公里的“天
河”横卧郑州大地。

“南水”入郑后，最先流过的是新郑市。
在新郑市的双洎河上，一条渡槽飞架两岸。
2011 年 2月，双洎河渡槽开工建设，至 2013
年底完成主体工程施工，成为南水北调中线
郑州段的标志性工程。

2005年 9月，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正
式开工建设，2010 年 9 月，两条隧洞全线贯
通。穿黄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咽喉工
程”，其工程规模大、技术难度高，创造多项世
界纪录。

一渠清水源源南来
2014年 12月，荥阳市李山移民村附近的

南水北调渠里流出第一股清水，村民看到故

乡水到来的那一刻，难抑激动之情。此后不

久，管城区十八里河街道的居民家中，水龙头

里流出第一捧南来之水。作为最先喝到“南

水”的郑州居民，脸上难掩高兴。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郑州境内共设置 7

座分水口门，“南水”入郑后，通过南水北调供

水配套工程流向水厂，流入千家万户。郑州

市南水北调供水配套工程共 7处提水泵站，

输水线路 16条，线路总长 97.7 千米，分别向

10座受水水厂供水和4座调蓄水库充库。

2014 年 12月 15日，河南省南水北调工

程通水仪式在郑州市刘湾水厂举行。这一

天，刘湾水厂正式开始以“南水”为水源。紧
接着，2014年 12月 29日，柿园水厂引入南水
北调水源；2015 年，郑州航空港区水务有限
公司第一水厂、白庙水厂、罗垌水厂先后引入

南水北调水源；2023年，侯寨水厂、梧桐水厂

先后引入南水北调水源；2024年 11月，龙湖

水厂引入南水北调水源；2025年 3月，桥南水

厂引入南水北调水源……

十余年来，一渠清水源源南来，甘霖般润

泽着郑州人民。截至 2025年 4月底，南水北

调已累计向郑州供水61.2亿立方米，其中，生

活供水 52.4 亿立方米，全市受益人口超过

900万人。

因为有“南水”，郑州城市供水得到保障；

因为有“南水”，郑州城市发展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因为有“南水”，郑州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城

市品质不断提升……这一条郑州大地上最年
轻的“水”，生动演绎了何为“水兴则城兴”。

一道清新靓丽的风景
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南水北调渠如一

条美丽“绿带”系在郑州腰间。正值初夏，沿

渠行走，两岸绿树成荫，林间鸟鸣声此起彼

伏，水中鱼儿嬉游。南水北调渠早已融入这

片土地，成为郑州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水护田将绿绕，沿岸村庄村民也毅然

扛起“护水”的责任。治理生活污水、种花栽

树绿化环境……沿岸村庄共同守护这一渠碧

水，上演着一个个“南水”与村庄共美的故事。

“南水”流过城市，带来更多的水域和绿

地。沿着南水北调中线干渠，郑州“植出”绿

色生态廊道，建设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

当然，“南水”在郑州不只是独自美丽。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10年累计向双洎河进

行生态补水约 4亿立方米，水清岸绿、水鸟翔

集的美景再现河上。

不仅是在双洎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

水至今，“南水”累计向郑州各条河道进行生

态补水 8.8亿立方米。贾峪河、沂水河、十八

里河、索河等河湖在“南水”的滋润下，河上鸥
鸟翔集，河畔游人如织。

一渠清水穿城而过，“南水”与村庄、与城
市、与河湖共生共美。它在郑州大地上画出
一条壮丽的曲线，自此与这座城市共荣共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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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泓怎样的碧水？
清流粼粼，源源北上。

它流经村庄，村民说它是
一 条 村 史 上 从 未 有 过 的
“运河”；它穿过城市，市民
说它是一条浸润城市的美
丽“绿带”；而当它流入千
家万户，人们说它是一捧
入口的甘甜。

这是一项怎样的工程？
穿山越河，千里奔流。

它沟通江、河、淮、海四大流
域，让长江黄河“相会”，让
“南水”润泽北方。它至今不
过才流淌十余年，但正如“至
今千里赖通波”的大运河一
般，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432公里的南水北调中
线总干渠，在郑州大地蜿蜒
出129公里的靓丽身影。从
此，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一
条璀璨夺目的“人间天河”纵
贯南北，世世代代喝黄河水
的郑州人喝上了“长江水”。 一渠清水源源南来一渠清水源源南来，，润泽润泽郑州人民郑州人民

河南省气象台
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本报讯（记者 张华 实习生 曹韾予）河南省

气象台5月 18日 17时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
5月 19日至21日，我省大部将持续晴热天气。

其中19日白天，淮河以北大部最高气温将
升至 37℃以上，其中，三门峡北部、洛阳、郑州
北部、济源、安阳西部、许昌部分县市最高气温
将升至 40℃以上。20日白天，黄河以北和三
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
南阳、驻马店北部最高气温将达 37℃以上，其
中，洛阳北部、郑州西部、焦作、新乡西部、安阳
西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 40℃以上。21 日白
天，焦作、济源、新乡南部、三门峡、洛阳、郑
州、开封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
南阳南部、驻马店最高气温将达 37℃以上，其
中，洛阳北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 40℃以上。

省气象台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按照职
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合理安排户外作业
时间，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
业。开放避暑纳凉点，供居民和户外工作者纳
凉休息。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
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
火灾。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储罐、仓库、压力管道
等监管，防止因破裂引发事故。

郑州博物馆获评
“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
（上接一版）近年来，郑州博物馆聚焦场馆管理、
策展理念、合作模式及文化体验等领域，以多维
创新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公众持续提供优
质文化服务，其创新成果在全国博物馆中脱颖
而出。

据了解，“伟大的商文明”系殷墟博物馆新
馆基本陈列，展览立足中华文明总进程和国际
视野，以宏大叙事，首次全景式展示了伟大的商
文明。

“天地之中——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由
河南省文物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
化事务署主办，河南博物院和香港历史博物馆
承办，于 2024年 4月至 7月在香港历史博物馆
展出，汇集了河南省内 15家文博单位的 172件
（套）文物精品。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河南省文物局等联合
主办的“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
至 10世纪）”展览，为庆祝中法建交 60周年暨
中法文化旅游年举办，我省 33件（套）文物参
展，是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奋战二季度奋战二季度 拼抢上半场拼抢上半场
高质量发展进行时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上接一版）在郑州中原动力智
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算法全部自主
开发、整机零部件全部国产，有着

“河南芯”的原创智能机器人在制造
业领域应用广泛，助力我省制造业
乘风破浪。

仰望星空，神舟二十号发射任
务中，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近 30 个系列的电连接器配套
产品、郑州大学橡塑模具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研制的航天面窗，都派上
了大用场。

数据显示，郑州全社会研发投
入增幅在中心城市中连续位居前
列；入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选的
全球科技产业创新集群 50强，并以
18.9%的科技产出率排名全球第二。

科技正在引领郑州发展动能之
变、结构之变、质量之变。

中原科技城 创新起高峰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内生动

力，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价值实现
的根本途径，唯有大力推动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才能加快
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

从 诞 生 之 初 ，中 原 科 技 城 便
锚定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世界一流科技城”目标，稳稳扛起
支撑河南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重
要使命，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提供了多层次、各类型
的载体平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
心节点工程、高能物理研究中心 2
个大科学装置加快建设，北大、哈
工大、北理工等 8 个一流大学郑州研究院落地研
发，22 家国家级科研平台在此开展创新活动，嵩
山、墨子等实验室入驻后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
数字经济规模超 1000 亿元。今年一季度，中原
量子谷引进高层次人才 8 名、发表 SCI 论文 5 篇、
公开发明专利 20 项，超聚变研发中心及总部基
地正式投用，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及研发中心项目
全面开工，新签约引进重点项目 77 个、计划总投
资超 500 亿元。经过不断努力，中原科技城在全
国 348 个 同 类 科 技 城 中 两 年 提 升 16 个 位 次 ，
2024 年排名第 15 位，发展势头令人瞩目。

数字的背后，是创新成果的持续积累，是产业
项目的快速崛起，更重要的是科技成果的快速转
化，搭建起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连
心桥”。

中原科技城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体
系，构建科技成果转化链，聚焦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耦合，着力构建政、产、学、研、金、服、
用深度整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格局，加快推进高
能级创新平台科技成果在域内就地交易、就地转化、
就地应用。目前，中原科技城已集聚了各类成果转
化孵化服务机构（平台）69 家，近两年技术合同成交
额223.38亿元。

与此同时，中原科技城高效发挥专业性技术转
移机构和 200余名技术经理人作用，通过线上宣传
及线下路演等方式，推介科研院所科技成果140项，
仅“龙子湖科创路演”一场活动，就推出16项高精尖
成果、12个重点产业项目现场签约。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评估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最初一公里”。加快概念验证平台建设，探索“项
目筛选、项目投资、项目培育、联合发展”创新型概念
验证服务模式，构建早期硬科技高质量、高效率的发
现、评价、验证、转化机制。开展中试、概念验证服务，
已面向社会公布 13项中试服务清单，累计举办 4场
概念验证项目评审会，24个概念验证项目参加评审。

如今的中原科技城，创新人才高度集中、创新要
素高度整合、创新活动高度活跃已成为自身的鲜亮
底色。

强力赋能保驾护航
以政策为科技企业赋能，为科技发展护航，郑州

可谓不遗余力——
今年 5月，郑州首笔“郑科贷”落地。首批合作

金融机构中原科技担保联合浦发银行，为一家国家
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1000万元担保贷款，实现首
笔贷款发放。随后在 5月 15日，“郑科贷”政策金融
宣讲暨银企对接系列活动（高新区站）在郑州高新区
举行，进一步扩大“郑科贷”政策金融的覆盖面，促进
银企之间的精准对接。

科技金融是推动郑州转型发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的关键抓手，是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持久动力。而“郑科贷”就是我市以金
融之力赋能科技创新、为郑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的具体实践。截至 2024 年底，“郑科贷”业
务累计为 2646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贷 款 总 额 达 117.87 亿 元 ，不 良 贷 款 率 控 制 在
1.32%以内。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为了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郑州攀高、扩面、提标，不断优化人才政策
体系，改善人才发展环境。5月 15日，一场以大学
毕业生为主角的“集中毕业典礼”在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举行。这是郑州连续 3年举办如此规格的集
中毕业仪式，目的就是为了让“郑州爱青年、青年
爱郑州”更加深入人心，努力实现广大青年在郑州

“创业有平台、创新有支持、就业有保障、生活有温
度、发展有预期”。

为企业开展“减负”行动，实行“揭榜挂帅”“赛
马”等项目管理制度，推进以信任和绩效为核心的科
研经费管理改革。

强化人才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保障，完善安家
补贴、住房保障、科技分红等激励制度……

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营
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政策环境，改革举措接连落地，
人才创新潜力不断释放。

“惟进取也，故日新”。
今天的郑州，处处可以感受到“日新”的气息。

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正澎湃在郑州这片古老又年
轻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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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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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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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城市治理，最怕的是盲点、
堵点。

在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模式推
进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过程中，郑州在
城市社区（村）、小区（楼院）以 300~500户
为标准划分社区网格，在农村以村民小组
为基础划分农村网格，按照“50~70 户、2
小时内完成入户排查、宣传动员”的标准划
分社区微网格，在郑州东站、CBD等重点
区域和学校、医院、企业等重点部位，按需
设置专属网格。

目前，全市共设置网格19208个、专属
网格4707个，绘制全市统一、多方共享、动
态更新、精准识别的二维高清网格电子地
图，实现政法综治、城管、信访、市场监管等
各类网格多格合一，形成了“全覆盖、无缝
隙”的网格体系。

一网融百业
走进惠济区元溯农产品批发市场专

属网格，商户老周展示着他的“数字帮
手”——溯源智慧秤，它融合了称重计量、
信息追溯、移动支付等功能。其中，“AI识
菜”功能利用人工智能和图像识别技术，放
上商品，系统马上就能自动识别、计价。

“我们开发这些系统有五六年了，每年
都在持续升级开发。”市场总经理钱立拿着
一根黄瓜放在秤盘上，液晶显示屏立刻就
显示出黄瓜的品名、重量和价格。

黄河金水段专属网格的“智能石头”，
能感知水位高低、流量多少、堤防安全；管
城经开区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利用
BIM、CIM 技术建模，实现 10961 家市场
主体、122家四上企业、14个重点项目“一
屏全观、一看到底”……这种跨界融合的

“数智生态”，正在郑州开启多点开花的城
市智能体建设新局面。

去年以来，郑州以数字化平台为基座，
统筹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
积极推进 12345热线、文明创建、110报警
服务台、数字城管等多平台合一、多业务融
入，推动队伍、业务、数据全面融入网格化
治理体系，打造“大综合一体化”的城市运
行和治理智能中枢，着力实现重点领域“一
网统管”。

以 110 报警服务台为例，在我市 110
报警服务台的日常接警中，存在大量非警
务类警情占用有限警务资源的情况，通过

组织融合、双格嵌套，动态保持派出所对应
街道（乡镇）、警务室对应社区（村）、警务工
作站对应重点专属网格，并通过平台联通、
业务联动，将 110报警服务台与网格化平
台打通，明晰警务类事项，实现数据通、业
务通。发挥网格化平台组织优势，建立协
调转办机制，把非警务事项推送到相关责
任部门，高位监督加快解决。

前不久，上街区公安分局接到一商户
报警求助，称楼上漏水状况已持续较长时
间，其间已联系物业维修，可问题却始终未
得到解决。民警接警后，经过详细沟通，将
该事件推送至网格化平台。

上街区城运中心接件后，立即派单至
中心路街道城运中心。中心路街道城运中
心迅速将该事件转派至江南小镇社区工作
者。社区工作者立即赶赴现场了解情况，
随后与物业维修负责人取得联系，并协调
维修力量前往现场进行维修。在各方的紧
密配合与高效协作下，报警后3个小时，漏
水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
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搭建起跨部
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桥梁，凝聚起社会治
理的强大合力。

一网连民心
时值盛夏，华灯初上的郑州车水马龙，

二七区五里堡街道棉纺东路社区一角，一
场因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的停车纠纷，已
在微网格长的“前哨”预警中消弭于无形。

4月中旬，棉纺东路社区微网格长发现，
小区内车辆停放秩序日渐混乱，不少私家车
随意占用消防通道，埋下重大消防安全隐
患。走访统计后，微网格长发现该小区日均
违规停放车辆达20余辆，群众对此反映强
烈，解决停车难题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当务之急。

微网格长上报事件后，棉纺东路社区
书记随即带队走访郑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等共建单位，双方以党建联建为纽带，启
动“红色议事会”，搭建起政府、社区、单位
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

72小时后，依托于郑州市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停车场夜间闲置资源的 13个错时
共享车位应运而生，“夜晚免费停、白天灵
活用”的共享模式、智能道闸系统和清晰的
交通标线，让车辆停放变得井然有序。

这种“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治理智
慧，已沉淀为三级城运中心的标准化流程。

2024年，郑州市于全国率先在党委部
门设立“市委智慧城市运行办公室”，集约
化建设市县乡三级城运中心，打造统一指
挥调度平台和扁平化管理体系，郑州市新
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已一体化建设市县乡
三级事项库，优化事件处置流程。按照“职
责清晰一键办、‘三跨’事件协同办、复杂事
件指定办”的原则，构建起问题自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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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从个性问题解决向共性问题分
析延伸，先后解决绿地停车类、“一环十横
十纵”工程交通信号灯移交类、课外培训预
付卡退费类等问题，推动“由处置一件事到
解决一批事，再到预防一类事”的转变。

截至今年 4月 30日，共会商“三跨”事
件 3444 件，已办结 3331 件，处置中 113
件，办结率96.7%。

从居民生活到企业运营，从楼宇分布
到社会组织，在郑州，织密组织网络的“红
色引擎”激活了基层末梢神经，4000余名
进网格历练的优秀年轻干部与老党员、老
专家、老教师、老战士、老劳模“五老”智囊
团跨代际联动，11652名“五员一律”组成
的平安建设力量、3112 名公安民辅警和
689名城管执法队员、协管员纳入网格化
组织架构，4800余名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
等参与网格化治理的新就业群体，宛如穿
梭在大街小巷的“流动哨兵”，他们的电动
车把手上不仅载着热腾腾的餐食，更搭载
着即时上报的社情民意。这支由党员干
部、专业团队、银发智者、青春力量构成的
治理矩阵，正在将“民情大数据”转化为温
暖的城市温度。

从商代亳都“井”字形街巷的治理雏
形，到今日一格管全面、一屏观全域、一网
统全局、一线通上下、一键全处理、一融促
创新、一制保安全“七个一”数智治理新格
局，郑州这座自商代肇始的“盛民之城”，始
终将“为民”二字根植于执政理念、镌刻于
治理基因。下一步，郑州将以智能体城市
建设为总平台、总抓手，着力打造高效能治
理的“平安郑州”、高品质生活的“幸福郑
州”、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郑州”、虚实共生
的“智慧郑州”，续写数字时代“城民共兴”
的郑州答卷。

“数”城网事 众“智”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