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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的郑州，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夏夜的晚风轻拂，
水光交相辉映，人们上“岛”环游，在悦动的音符里感受音乐
会的浪漫；红砖墙、长烟囱，法桐成荫满目翠，人们在特色商
业街区品味独属于老街的韵味……当一幅幅夜景徐徐铺
展，郑州夜经济的昂扬乐曲也响彻夜空。

鼓励打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开展“醉美·夜郑州”消
费季活动、发放各种消费券……在多项政策的加持和引领
下，郑州夜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夜经济形态日趋丰富，消费
热度不断升温。

超元气：新旧潮流交融共振
打开夜郑州的方式有很多种——
它可以是用音乐的方式。暮色四合，北顺城街的一处

街角亮起暖黄色的灯光，复古的火车头静静停驻。当第一
缕吉他弦音响起，温柔、热情的民谣旋律吸引着人们驻足欣
赏，这里就是“火车·民谣现场”。

上个周末，龙湖金融岛上光影交织，人潮涌动，不少消
费者或结伴好友，或和家人一起前来打卡、购物消费，晚间
的一场音乐会更是嗨翻全场。“周末专程来放松一下，跟着
律动，甩动着应援棒，此刻感觉空气都是自由的味道。”00
后小悦说道。

它可以是用市集的方式。来自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我市商业整体存量规模约 700万平方米，商
业体量居全国前十。近年来，我市不少商圈、特色街区探索
出一条颇具特色的促消费路径——市集经济。

漫步郑州记忆 1952油化厂创意园，在朱雀市集，尝一
碗美食，感受人间烟火，品味香气四溢；在八大匠造物集，执
一柄漆扇，流转千年时光，传承匠心精神……摊主的吆喝
声、人们的谈笑声，演绎着市井烟火与街区消费交融的生动
长卷。

这个端午节假期，龙湖金融岛银泰 inPAPK将开启银
盐市集，消费者可在此遇见新品牌、玩转新活动；二七万象
城将推出山海手帐市集，众多设计师将齐聚郑州，首发200
多种新品……多场特色市集，带领消费者打开不一样的假
期生活。

这些以市集形式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既让消费者感受到
热腾腾的烟火气，进一步激发了商圈、特色街区活力，也将持
续拉动夜间消费客流、业绩双增长。据市商务局统计，目前，
我市21条特色商业街区总经营面积达103.6万平方米，店铺
总数达1522家，各街区月均客流量突破 2800万人次，月均
营业收入突破8.5亿元。

超洋气：老口味新滋味共飨
如今，越来越多餐饮企业加快布局夜间生态，推出特色

产品和服务，丰富夜宵时段用餐体验，让郑州的夜晚更加
“活色生香”。

近日，一些市民告诉记者，他们发现了“不一样的海底
捞”。夜幕降临后，海底捞火锅新田国贸 360广场店的“夜
宵主题区”霓虹闪烁，从一家火锅店变身为轻松惬意的社交
乐园。每天21时至次日凌晨期间，该店定时开启两场主题
互动表演。精彩的流行音乐DJ、舞蹈、花式调酒表演不断
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大家挥动荧光
棒，享受着属于夜晚的璀璨时光。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海底捞近期在郑州刚刚升级
完成的海底捞火锅夜宵主题店，目前共有2家，分别位于国

贸 360 广场和人民路丹尼斯。在菜品方面，“夜宵主题
店”推出专属夜宵菜单，包括烤羊肉串、烤土豆片等 6 款
烧烤、捞汁小海鲜等夜宵小菜，以及多款花式调酒，受到
市民青睐。

“近年来，我们针对河南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不断推
进区域化产品和服务创新。同时希望以这种方式和费者一
起创造更多关于美食和快乐的生活记忆。”河南海底捞区域
负责人表示，未来，他们将持续深耕区域化运营，进一步提
升品牌与本地消费者的情感联结。

一碗牛肉拉面，也有了新花样。位于郑州记忆1952油
化厂创意园的老字号品牌创新主题店——杨记清芳牛肉拉
面，首次颠覆传统拉面形式，打造拉面+咖啡+甜品全新焕
新模式，开业便吸引大批城市本土地缘客群及年轻外地客
流。同时，该园区将打造老字号非遗美食特色街区，希望老
字号非遗美食能在保留传统工艺与经典口味的同时，借助
园区的创新氛围与年轻客群，融入现代元素，开发新菜品、
新服务，焕发全新的活力。

超人气：激活全域消费升级

如果将夜晚的消费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每天 21时
之后，不少商场依然客流火爆。诸多商家推出晚间生鲜、
烘焙商品打折、买赠等活动，让人们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
多彩。

“目前，我市不少商业设施营业时间延长至22时，有的
商场在重要节假日营业至自然闭店，每天 19时至 22时的
销售额占比重逐步上升。郑州24小时便利店业越开越多，
19时以后的销售额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市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郑州“夜经济”形态日趋丰富，消费热度不断提
升。2024年，央视财经发布首个“中国夜经济活力指数报
告”，在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座城市中，郑州名列第八位。

多个商圈呈现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展现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生动画面。花园路商圈、龙子湖商圈等以“潮
流+”“时尚+”为核心，融合生活、文娱、科技、展览、游乐等
高聚集度消费业态，成为受到年轻人追捧的热点商圈。二
七万达商圈实现夜间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的一站式、全年
龄层消费。

一场场活动越来越出彩、一波波消费券越来越多元。
据了解，我市全年各类促消费活动不断档，主题鲜明有特
色，其中 2024年先后举办元旦春节“跨年焕新”消费季、五
一促消费、“醉美·夜郑州”消费季、十一黄金周促消费等活
动，发放汽车消费券、惠民通用消费券、电商消费券超 2亿
元，推出特色消费路线 23条，直接拉动消费近百亿元。今
年五一假期，郑州市推出“乐购五一”消费月系列活动，举办
促消费活动320场以上。

放眼全市，不少与夜消费相关的项目也在提质升级。华
润郑东万象城、正弘坊、银泰商业中心等项目加速推进；山姆
会员店、麦德龙新店等项目稳步推进；二七广场景观改造、郑
州记忆1952油化厂创意园新中式宋风文化街区、顺城街改造
提升等夜消费新场景项目层出不穷。

夜的喧嚣，彰显着一座城的消费活力。斑斓光影中的
郑州，处处流淌着蓬勃生机：流光溢彩的新场景、多彩多姿
的新生活、丰富多元的新体验，为消费市场点燃一把把旺
火，照耀着郑州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成燕 孙婷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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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夜郑州激活新“夜”态 以笔为炬：
记录“光明使者”的世纪坚守

早在 2005年，郑州日报社就关注
和报道了张效房的学术成就和教学交
流。从2012推出年“中原之子”深度报
道，到 2025年张效房荣膺全国道德模
范，郑州日报社用20年时间，以全媒体
视角立体呈现他的传奇人生。

2012 年 5月 17 日，郑州日报“中
原之子”栏目，推出《眼科学界一代宗
师 —— 中 原 之 子 系 列 人 物 之 张 效
房》，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对时年 92
岁的张效房进行了深度报道。这篇
报道从“他的祛痛‘法宝’：全神贯注
修改文章”“他的大胆发现：拯救了数
千双眼睛”“他的眼科基金：照亮无数

‘心灵之窗’”“他的突出贡献：‘张效
房法’轰动世界”等多个角度和位面，
进行深入挖掘，立体化地生动呈现了
张老“愿作春蚕，吐丝不已，至死方
休。敢当蜡烛，奉献光明，耗尽自身”
的感人事迹和医者情怀。当年，这篇
报道获得了读者的如潮好评和业界
的高度肯定，最终收录入《中原之子》
集结成书出版。

2016年重阳节，郑州日报社记者
走进张效房的诊室探访，以《不老青
春！96岁还在坐诊，他对隔壁诊室坐
诊的 71岁学生说：你还小着呢》的报
道，致敬这位重阳节还坚守在岗位上
的老专家，并以 96 岁老师和 71 岁学
生之间的温情对话，展现张老桃李满
天下的育人情怀。

2017年的《河南省第六届道德模
范及提名奖获得名单》《“善”在身边：

“郑州”好人多，传播正能量》，2018
年的《在接力跑中绽放出彩河南》，
2019 年的《“感动中原”人物揭晓，凡
人善举温暖人心》《他们，是河南大学
首届郑州“最美校友”》……一系列报
道，诠释了张老“大医精诚、德耀中
原”的精神高度和模范力量。

4月全市经济稳中向好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郑州调

查队昨日发布 4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4月份，全市上下
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和政策举措落地见效，经济运行延
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8.1%。规上工业 37个行业大类中，近七成行业生
产保持增长。新材料产业、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工业增
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6.1%、13.9%、12.3%，对规上工业贡献
率合计66.5%，带动作用明显。1~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6%。

投资规模稳步扩大。1~4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5.4%，比一季度加快 1.7个百分点。重大项目投资加
快推进。亿元及以上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同比
增长19.5%，比一季度加快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支撑作用
显著。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5%，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2个
百分点，连续4个月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工业投资快速增
长，同比增长31.6%，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5.3%。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4月份，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507亿元，同比增长 6.7%。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
零售额增长13.4%。全市限额以上单位的21类商品中，15
类商品零售额实现同比增长，增长面 71.4%，比上月扩大

14.3 个百分点。网上订单保持活跃。限额以上单位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4.1%，连续 8个月
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以旧换新扩围提质持续显效。4月
全市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
备、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3
倍、1.4倍、45.4%。1~4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94
亿元，同比增长5.9%。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产业快速增长。4月全市规
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新产品供给
加快产出。4月全市规上工业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传感
器、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51.5%、68.4%、42.2%、
19.3%。新产业投资态势良好。1~4月，全市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 30.3%。数字经济活力彰显，4月全市规
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0.5%。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总的来看，4月份全市主要
经济指标整体延续稳中向好良好态势。但也要看到，现阶
段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动能仍需进
一步增强，下阶段要坚持稳生产、扩内需、抓项目，优结构、
强产业、育动能，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

历史与法治对话 法治与文化深融

2025年“全国网络普法行·河南站”在郑启动
本报讯（记者 苏瑜）e 法善治，网聚同心。5 月 27 日，

2025 年“全国网络普法行·河南站”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活动由中央网信办、司法部指导，河南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
办、省司法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联合主办，郑州市委网信
办、市司法局等单位承办。中央网信办、司法部及河南省相
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致辞，全国多地网信部门、中央和地
方媒体代表、正能量网络名人等近200人参与。

启动仪式以一场融合豫剧、曲剧、说唱等形式的普法串
烧《网络法治看中原》拉开序幕，传统艺术与现代法治主题相
结合，让网络普法“潮”起来，生动展现了不同群体参与网络
普法的热情。

近年来，河南在网络法治宣传上进行一系列有益尝试，
探索形成“河南模式”。一方面，提升网络法治保障大局能
力，将法治宣传融入“清朗”系列行动、网络辟谣沙龙等工作，
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另一方面，汇聚多元合力，健全协调机
制、整合平台资源，构建联动普法格局。此外，丰富普法形式
与载体，运用短视频、动漫等，借助“非遗”“曲艺”等特色，开
展特色活动，让网络普法紧跟时代、服务群众。

启动仪式深度融合新技术理念，引入 AI主持人“e 小
法”作为网络普法数字使者贯穿始终，为网络普法增添智能
色彩。河南网络普法宣传片《法润中原 智启未来》以中华法
治文明传承为主线，突出河南“法脉文化”特色。

在“河南时刻：豫法同行”环节，网络普法数字使者 e小
法带领大家“穿越时空”，走进子产铸刑、商鞅变法、东坡立法
这三幕场景——历史穿越普法大剧《法脉千年》情景剧以“经
典法律典籍编写者”视角，展开“跨时空对话”，还结合魔术表
演揭示网络安全细节，强化观众法治意识。

河南各地精耕细作、创新突破的网络普法工作实践，使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河南说书普法
社”现场开讲，来自不同领域的 5名代表以情境式讲述的方
式，用扎根中原大地的鲜活故事，展现了网络法治精神在新

时代的生动实践。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政委王锟讲述了将庭审“搬”进高校，不仅让在场师生深受
震撼，还挽救了一名徘徊在犯罪边缘的青年，且法院借助
AI技术实现快速精准普法的故事，展现了创新普法的显著
成效。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网络普法 IP 形象征集赛及视频创作
赛成果，为“网络普法看河南”媒体团代表、网络安全和法治
教育基层行团队代表授旗。

当日下午，由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河南省内新闻网站
媒体记者组成的“网络普法看河南”媒体团前往网络安全
科技馆、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超聚变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开展调研及采风。这三个点位集中展
现了郑州市以人工智能、算力驱动等前沿技术为支撑，在
智慧司法审判、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及数字化普法实践中形
成的创新模式，生动诠释技术赋能网络法治建设的实践路
径。近年来，郑州市在普法实践中，通过举办“强网杯”全
国网络安全挑战赛和网络安全主题儿童画大赛，开设“e法
郑同行”网络话题引发 515.6 万次互动传播，将法律知识精
准送达群众指尖；创新打造的“指尖普法”矩阵通过微信群
定向推送《以案释法》系列视频，以“办理一案、教育一片”
的实效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这些探索与当天调研的
科技普法场景相呼应，共同勾勒出郑州以技术创新驱动法
治建设、以数字赋能提升普法质效的立体图景。

据悉，28 日至 30 日，媒体团将走进开封市、焦作市和
平顶山市，深度挖掘报道各地网络法治建设丰富实践与显
著成效。在接下来数月里，有着“移动的网络安全科技馆”
美誉的大篷车、网络安全和法治教育基层行团队将从郑州
出发，走进河南省各市县开展网络安全和法治教育进基层
活动，让网络普法知识浸润万家，让网络安全观念深入
人心。

5月23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105岁高龄的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主任医师张效房，被授予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是最年长的获奖者，也是郑州市首位正式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殊荣的人。5
月24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看望慰问张效房，为他送去党委政府的
祝贺祝福、关心关怀。5月26日，郑州日报社以《活一天，学习一天，工作
一天，奉献一天》为题，对张老的事迹进行了全媒体报道，在绿城引起强烈
反响。

实际上，这并不是郑州日报社第一次聚焦这位可敬的百岁医者，多年
来，郑州日报社始终以笔为炬，记录这位“追光者”的医者仁心，传递他的
精神力量，彰显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2012年5月17日，郑州日报“中原之子”栏目，推出《眼科
学界一代宗师——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张效房》，以一个整版
的篇幅，对时年92岁的张效房进行了深度报道。

精神接力：
放大榜样之光

20 年间，郑州日报社不仅忠实记
录张效房的传奇人生和感人事迹，更
致力于让模范精神照亮社会。通过
《张效房从医 75 周年学术研讨会》
《2021 河南“最美科技工作者”》等报
道，深度挖掘、梳理张老的学术贡献与
职业信仰。发挥全媒体优势，进行全
媒体矩阵式传播，以短视频、专题版
面、公益海报等多种形式，让“张效房
精神”从纸端走向云端，引发年轻群
体“要追就追这样的星”的热议。在

“感受模范精神 汲取榜样力量——
郑州市道德模范事迹巡展”“感动中
原人 物 ”评 选 等 活 动 中 ，进 行 价 值
引领，将张老的动人故事融入城市
文明建设，推动“郑州好人”现象蔚
然成风。

追光而行：
媒体的使命与担当

“追光，我们一直在路上”。作为一
名眼科医生，张效房这一生都在向光而
行，而郑州报业亦以“追光”为志。

做时代的记录者，从一个人到一群模
范，我们持续聚焦河南大地上的精神标杆。

做文明的传播者，通过“最美校友”“道
德模范”“最美家乡人”等品牌策划，我们构
建崇德向善的城市精神图谱。做价值的守
护者，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我们坚守主流媒
体立场，让正能量成为大流量。

百年人生，追光不息；笔耕不辍，薪
火相传。张效房用一生诠释了“医者仁
心”的厚度，而郑州日报社用多年的报道
接力，让这束光穿透岁月，照亮更多人前
行的路。未来，我们仍将在这条“追光”
的路上，与时代同行，与榜样共振，书写
更多温暖人心的郑州故事。

追光，我们一直在路上
——郑州日报社聚焦百岁医者张效房的“光明守望”

本报记者 邢进

2012年5月9日，张效房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 资料图片

周末的龙湖金融岛上光影交织，人潮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