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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践行““两高四着力两高四着力””奋力当标杆做示范奋力当标杆做示范
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

商都管城郑州之根
本报记者 王思俊 王红

郑州，曾“五次为都、八代为州”，是
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管城区是郑州商代都城遗址所在
地。商都管城，郑州之根，黄土之下，有
商之城，诉说华夏文明；地表之上，城垣
巍耸，见证时代变迁。

作为中国都城建制的创始之地和郑
州设立最早的城区，管城区守好“老”的
底色和文脉，拓展“新”的内涵和意蕴，接
续演绎“以古闻名、以新出彩”的故事。

探究管城，从历史深处走来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成汤建商，盘庚
迁殷……一个个神奇故事，在管城区这片
土地上精彩上演，沉淀着神奇和厚重。

“管”的由来，据史料记载，周武王姬
发，在商朝末年灭掉殷商王朝，建立周王
朝，史称西周。遂把商都地区划分为三
个封区，派自己的三弟管叔鲜、五弟蔡叔
度和八弟霍叔处驻守统治，辅佐武庚管
理殷商遗民，史称“周三监”。管叔鲜是

“周三监”之首，成为西周初年第一个被
授予方伯的诸侯。管叔鲜分封地，建立
管国，就是现郑州市一带。

从西周建立管国开始，经历东周、秦
代、西汉、隋开皇元年、唐代等朝代更迭，
1953年，郑州设立回族自治区，自此后多
次易名，陇海区、金水回族区、向阳区、向
阳回族区……直至 1983年 7月，正式更
名管城回族区。她历经沧海桑田，成就
一部波澜壮丽的史诗画卷。

溯源商都，从一块陶片说起

商城的发现是从一个小学教师开始
的。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因为喜爱
古迹，就经常到郑州城外施工现场探
古。1950年的秋天，韩维周再次来到郑
州城南二里岗一带探看，结果发现一些
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酷爱考古的韩维
周意识到这些前所未见的东西非同寻
常，立刻拿到文物部门进行鉴定，令人惊
喜的是，陶片和石器被确定为商代遗
物。这些古物的发现，无意中撩开一座

商朝王都的神秘面纱，立刻引起考古专
家的注意。

1951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调
查发掘团来到郑州深入遗址采集标本，
进一步推断这里为重要的商代遗址，时
代比安阳殷墟更早。这一重大发现，立
刻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

1952年夏天，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
训练班实习分队来到郑州，以二里岗遗
址为重点进行试探性的发掘。自此以
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拉开序幕。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挖掘与考古学家
安金槐密不可分。安金槐，中国著名考

古学家，1921 年出生于河南登封，1948

年毕业河南大学历史系，1950年起投身

文物考古工作，以商代考古研究著称，尤

其以郑州商城的发现和夏商周断代工程

贡献闻名。20世纪 50年代主持郑州商

代遗址发掘，首次确认早于安阳殷墟的
商代王都（隞都），提出二里岗文化的考
古学分期，奠定商代早期考古框架。

历史昭示后人，人们始终铭记着他

们的名字。如今，在郑州商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矗立着考古学家安金槐、韩维

周的塑像，昭示着后人尊重历史，仰望古

人探索轨迹。

“自郑州商城建都以来，经历大约

3600 年，在郑州商城这块土地上，一直

是郑州城池的所在地。一个城池，延续

3600 年，这在中国古都史上绝无仅有，

即使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极为罕见。所

以，郑州商城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

中有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史乃至世

界历史的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

义。”管城区文物局负责人如是说。

在这片区域内，有谱写中国城市建

设史新篇章的商代王城，周边还集聚着

各个历史时期丰富的文化遗迹：东汉文

庙，唐朝开元寺、夕阳楼，元代北大清真

寺，明代城隍庙、天中书院，清代岳氏民

居，文化遗存横跨夏、商、汉、魏晋、唐、

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犹如一颗颗璀

璨明珠镶嵌其间，串联起郑州 3600多年
的辉煌历史，诉说着文脉源昌。

薪火相传，绽放一路华彩

寻味郑州哪里去？巍巍亳都有管
城！这里的老建筑、老街巷、老物件、老
吃食等，承载无数的历史记忆，塑造着独
特的文化气质。

2016 年 8月，市委、市政府作出“提

速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

署，提出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

心”的战略目标，整体按照 2.52平方公里

起步区、5.6 平方公里核心区和 9.6 平方

公里商都历史文化区三个层次，有序实

施推进。先期推进商都博物院片区、书

院街片区、亳都古巷、开元寺·塔湾古街、

夕阳楼片区等片区改造。2016年 8月 27

日，管城区召开商都历史文化区起步区

工作动员大会，拉开商都历史文化区的

建设序幕。2017年 6月 16日，商都历史

文化区启动全球招商，经过 10余次市级

以上的专家评审会和咨询会，反复修改

完善。2019年 11月，商代都城遗址空间

规划方案完成，形成统筹科学的顶层设

计“规划图”，高起点高质量推进商代都

城遗址 3 平方公里核心区建设，全域开

发、全景建设。围绕“一环、一园、六大核

心街区、六大协同风貌区”，倾力打造世

界级大遗址保护典范、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基地全国重地和国家中心城市高
品位文化主地标、城市会客厅。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管城区按照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管城特色”的要

求，以“挖掘历史、有机更新、提升品质、

彰显特色、传承文化”为思路，以绣花功

夫、匠心精神，推进整街坊靓化工程。“保

留城市记忆，延续历史文脉，植入新经

济、新业态、新场景，打造‘新烟火’生活

美学引力场、叙事性文化场景体验街

区。”管城区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海路介绍说。

管城区围绕“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展示地、国际消费中心高地和国际知

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定位，持续深化

商代都城保护开发利用，一体推进文化

赓续、功能完善、风貌重塑和产业升级，

重点推进亳都·新象、塔湾古街等 22个

项目建设，讲好商都故事，塑造“漫步商

都”等文旅 IP，推动商都历史文化区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全力打造城市文化和

经济中枢。

清真寺街，是管城区的一条千年老
街，全长约790米、宽 5米，郑州北大清真
寺便坐落在此街。“以前街道坑洼不平，
生活在这里多有不便；再看看现在，一步
一景，出家门就能旅游。”今昔对比，令老
街坊海新景感慨良多。

一街一景致，一街一特色。维新街，
也是一条老旧背街，经过创意改造，把家
装中“简中式”的风格运用其中，使其变
为整洁且充满韵味与活力的小巷。

阜民里城市更新文旅融合项目,总
占地面积 61.3 亩，总建筑面积约 4.5 万
平方米，其坚守百年街巷的格局肌理与
近代郑州建筑风貌体系相伴相依，实现
了文旅融合创新发展。2024年年底，阜
民里全新归来，立足独特的厚重文化底
蕴，构建“文化+、旅游+、商业+、城市+”
的产业业态和文化形态，与古为新、串
珠成链，培育消费场景，发展新兴业态，
推动文化资源由“软实力”向“硬产业”
转变。

亳都古巷文化片区，是商代王城遗
址核心板块最早开工的一个片区。建设
中的亳都古巷片区英姿初现，如今，顺城
街、平等街、清真寺街、商城考古遗址公
园、宫殿区遗址公园建成开放，商都遗址
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院开馆迎宾，东城
垣博物馆、东南城垣考古研学中心投用，
商都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力不
断提升，成为“网红打卡地”，“老城复兴”
正从历史荣光中加速走来。

老城复兴，古都新生；商都管城，
“新”潮澎湃。管城，你从远古走来，向未
来奔去，一路繁华、一路向前。

我市公务用车实现
100%新能源化

本报讯（记者 袁帅）记者昨日从郑州市机关事务中心获
悉，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加强公共机构
节能制度化、科学化管理，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
求，郑州公务用车已连续两年实现100%新能源化。

郑州市机关事务中心聚焦主责主业，从减少机关能耗成
本着手，坚持勤俭办事，优化管理举措，为加快推进公共机构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积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被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授予“公务用车管理专项领域创新引领实践单位”称
号。积极参与《郑州市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
《郑州市加快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制定，出台《郑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出
行租赁社会车辆管理暂行办法》和《郑州市党政机关公务用
车管理实施办法》，强化租赁社会车辆和7座及以下公务用车
配备更新新能源化“双100%”要求。

同时，积极参与全省“万人助万企”活动，依托郑州本
地新能源车企的产能和研发优势，主动搭建公务用车主
管部门、使用单位与新能源汽车企业对接交流平台，鼓励
企业有针对性地设计、生产适合党政机关配备使用车
型。认真落实全市充电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按照应
建尽建原则，牵头推进全市党政机关累计建成充电桩
3828 台，提前超额完成 2025 年既定目标，并在市行政中
心率先建成集光伏发电、储电、充电为一体的新型充电
站，办公区域内与新能源汽车发展相适应的充电基础设
施体系基本形成。

“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紧扣‘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围绕
省委工作部署，绘制了全市未来发展的路
线图，明确了建设‘七个强市’、营造‘六个
环境’的目标任务，为郑州医保改革锚定

‘民生坐标’。”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进兴表示，全市医保系统将以“钉钉
子”的韧劲、“解民忧”的实招，推动全会精
神转化为惠民实效，让医保改革红利从

“纸面”落到群众“身边”。
聚焦精细管理提效能，打造郑州医保

智能体。树立全周期精细化管理理念，深
化医保标准化体系建设。重点推进《郑州
市医疗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
目，编制发布《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自评指
南》。优化市县两级经办服务清单，强化内

控机制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医保信息平台
深化应用，加快医保电子钱包建设，推动门
诊共济保障跨统筹区直接结算，构建“在线
购药、医保支付、配送到家”服务新场景，实
现医保服务便捷可及、精准高效。

聚焦体系健全织密网，拓展民生保障
覆盖面。持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依托党
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体系，深化“一人一档”
数据库建设，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
优化完善基本医保门诊保障政策，协同推
进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与城

乡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强化居民医保“两
病”门诊用药保障。积极稳妥建立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保障失能人员公平享有规范
护理服务。持续优化“郑州医惠保”普惠
产品供给，确保惠民工程行稳致远。

聚焦基金安全筑防线，守好人民群众
救命钱。全面落实基金监管各项任务，构
建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处置的全过
程全领域监管体系。加强基金运行绩效
管理，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全流程管理体
系。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打好专

项治理、交叉互查、日常监管、区域协同
“组合拳”。健全完善“三位一体”大数据
智能监管平台。探索建立多元化基金支
付机制，推动实现“即时结算”“直接结算”

“同步结算”目标。强化运行监测预警，坚
决筑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聚焦改革协同深发力，激活三医联
动新引擎。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
化药品目录管理流程，提升国谈药品临
床可及性。加强医药服务价格管理，动
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完善定点医药机
构协议管理，规范准入退出机制。协同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支持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做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
保配套管理。推动药品耗材集采提质扩
面，确保国家、省集采成果在基层医疗机
构全面落地惠民。 本报记者 王红

河南 31家医院
备有抗蛇毒血清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方便被毒蛇咬伤患者及时就医，
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公布了
全省 31 家毒蛇咬伤救治医疗机构名单。这是记者昨日获
得的信息。

据介绍，毒蛇伤人每年 4~10月多发，7~9月是蛇咬伤高
峰。河南省地处中原，气候相对寒冷干燥，与南方省份相比
蛇类品种、分布相对较少，呈“豫南高于豫北，豫西高于豫东”
的特点。河南最常见的毒蛇为短尾蝮蛇。据不完全统计，
2022年以来我省被毒蛇咬伤的患者主要集中在信阳、南阳、
洛阳、驻马店等山区较多的地区，每年发生400~500例，尚无
直接致人死亡病例。

专家提醒，被毒蛇咬伤后，当剧毒蛇牙刺入皮肤的那一
刻，能否尽早、及时、准确使用抗蛇毒血清至关重要，切忌耽
误黄金救治期。抗蛇毒血清是毒蛇咬伤的基础性治疗药物，
要尽可能努力缩短从毒蛇咬伤到开始使用抗蛇毒血清的时
间。越早使用，毒蛇对组织造成的损害越小，预后越佳，如早
期未能及时使用抗蛇毒血清，只要中毒性损害仍在持续，咬
伤后几天甚至更长时间仍应考虑用药。

专家建议，如意外被蛇咬伤，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
切勿惊慌奔跑，防止毒液迅速扩散。同时尽可能记住蛇
的颜色、花纹、大小、头型等特征，最好拍照留存，便于医
生精准诊治。被蛇咬伤后，还要注意迅速摘掉戒指、手
镯、手表等束缚物，防止肢体肿胀后这些物品阻碍血液循
环。同时，要注意绑扎固定。即在伤口近心端 5~10 厘米
处，用布条、绷带等结扎（松紧以能插入一指为宜），每
20~30 分钟松解 1~2 分钟，避免肢体因缺血坏死。可用
大量清水、肥皂水轻柔冲洗伤口 15~20 分钟，减少毒液残
留，但是不要用力挤压伤口，防止毒液扩散。冲洗完伤
口，立刻拨打 120 急救电话，前往有蛇伤救治能力、储备
抗蛇毒血清的医院。

为方便群众就医，河南省毒蛇咬伤救治医疗机构名单已
在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官网公布，具体信息包括：医疗机构名
单、详细地址、抗蛇毒血清种类名称、咨询电话、日常工作时
间等。目前，全省共有 31家医院 24小时提供毒蛇咬伤救治
服务，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
驻马店。其中，郑州有3所医院入选，分别为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河南
省总队医院等，都备有抗蝮蛇毒血清；平顶山市叶县人民医
院有抗蝮蛇毒血清和抗五步蛇毒血清。

擘画医保同心圆 托举民生健康梦
——访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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