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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领袖嘱托牢记领袖嘱托 践行省委要求践行省委要求

【【习风携暖意习风携暖意 奏响春之曲奏响春之曲】】 系列报道

（上接一版）加快国际邮件枢纽
口岸建设，强化铁路枢纽集疏
能力，推动贾鲁河航道和郑州
港落地实施，将航空港打造成
空铁公海“四港联动”的世界
级、双循环“超级枢纽”。要融
入内外循环，发展壮大枢纽经
济。协同推进“数、空、陆、网、
海”五条丝路，推动枢纽优势向
物流优势、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转化，努力在融入新发展格局
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奋勇
争先。要强化项目招引，大力
承接产业转移。坚持产业链和
产业集群发展，承接粤港澳、长
三角、京津冀产业转移，促进郑
州都市圈与成渝双城经济圈、
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互联互通，
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推
动郑州加速崛起为国家新型工
业集聚区。

（上接一版）南裹头原本是 1963年破除原
花园口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遗留的一段。如
今，这里一步一景，草木葱茏，水鸟翻飞，沿着
观景大道一路行走，如游画廊中。

南裹头广场是郑州黄河滩地公园的重要
景点之一。目前，公园已建成九纵三横 27条
66公里长的黄河观光彩色慢行道路系统，以及
南裹头广场、海事观景点、浮桥观景点3个观景
点。傍晚时分，晚霞满天，金波浩渺，吸引众多
游客来此拍照打卡。市民韩军说：“与几年前
相比，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着黄河
步道行走，一路风光优美、空气清新，时时可见
各种鸟类，几乎每周都要带家人来这里，让孩
子们接触自然，领略母亲河风光。”

而黄河滩地公园则是郑州市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起步区建设
的重大项目之一。

自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全市把黄河战略摆在
事关全局的重要位置，高水平制定了《郑州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总
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和《郑州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起步区
建设方案（2020—2035年）》，划定了核心示范区
范围，明确了“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国家高质量
发展区域增长极、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三大功
能定位。配套编制了“十四五”实施方案，以及生
态综合治理等N个专项规划、三年行动计划和年
度工作要点，初步构建了“1+1+1+N”的规划方
案体系。建立了重大项目储备库，累计谋划实施
黄河滩地公园、黄河博览馆等 300多个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超过1000亿元。

系上“飘带”唤醒沿岸生机
生态是黄河的命脉，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黄河流经郑州段，全长 158公里。从邙岭

到沿黄生态廊道，从山地到平原，黄河一路枕
绿而流，如同系上了一条绿色飘带。

为绘就人水和谐的新图景，建设绿意盎然
的“生态河”，2020年，郑州沿黄生态廊道开始
规划建设，目标是建成全省沿黄生态廊道示范
工程、“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生态休闲
体验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
廊。同年 3月，位于惠济区花园口镇的沿黄生
态廊道八堡村示范段率先启动建设。

据市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刘云峰介绍，沿黄
生态廊道八堡村示范段工程面积约 26.6公顷，
种植的苗木种类超过200种，按照“一廊、两线、
三区、八景”布局，通过营造自然多彩的森林植
物群落，形成了集生态、休闲、观光、科普、健
身、文化于一体的廊道景观。

“相当于在村子后面建了一个大花园。”八
堡村村民袁玉刚说，现在的八堡村，生态廊道
花木丰富、景观美丽，骑行道、步行道、健身广
场、驿站等一应俱全，这里不仅是附近村民茶
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也吸引了市区众多市民
来此散步、骑行、观景。

刘云峰说，在八堡村示范段的经验基础
上，西起惠济区江山路、东至中牟县与开封市
交界处、北至黄河大堤以北 50至 100米、南到
黄河大堤以南 500米，全长 76.5公里长的复合
型沿黄生态廊道也逐步建成，黄河两岸生态景
观发生着显著变化。

闲暇之余，摄影爱好者李文凯经常驱车至
黄河边，用镜头定格下一帧帧黄河与候鸟的美
景图。李文凯说，随着黄河生态保护和治理力
度的持续加大，越来越多种类的鸟儿选择来到
黄河沿岸湿地公园栖息，不仅有崖沙燕、池鹭、
红隼，还有大鸨、赤麻鸭、绿头鸭等。它们舒展
的身姿、清脆的鸣叫，为寂静的河滩带来了蓬勃
活力。

在李文凯的航拍画面里，黄河湿地仿若一

块斑斓的生态拼图，河汊纵横、水草丰茂，与奔
腾的黄河相映成趣，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生动画卷。

文化铸魂讲好黄河故事
郑州，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地

区，黄河文化底蕴深厚，如同一部史诗。
在黄河博物馆内，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参

观者。专业讲解员满怀激情地向游客讲述黄
河故事：“从远古时期的炎黄部落逐水而居，
到夏商周三朝在此建都，黄河见证了中华民族
成长的每一步。郑州出土的彩陶、青铜器，件
件都是黄河文化的瑰宝，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
与创造力。”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澄泥砚传承
人王玲是荥阳市王村镇人。在她的精心雕琢
下，一方方经过特殊炉火烧炼而成的黄河澄泥
砚，泽若美玉，抚若童肌。王玲说，一方砚台，
承载着黄河的涛声、匠心的温度，也见证着一
方水土对黄河文化的传承。

双槐树遗址作为系统保护的黄河文化遗
产5个重要遗址之一，被列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双槐树遗址保
护条例》，并于 2024年 10月 1日起施行，为保
护好双槐树遗址、推动黄河流域文化遗产活化
利用和传承创新提供了有效保障。

…………
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郑州不遗余力。
近年来，郑州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

行动，扎实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全
国重地和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方面取得丰富成果。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加快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大
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地标性工程建设，黄

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形象日益彰显。深入
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行动，越来越多的人在
行走郑州中触摸历史文脉、探寻民族根脉、感
知黄河文化、滋养精神世界。

法治护航书写壮丽篇章
黄河保护，法治先行。2023 年 4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实施，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法
治保障。

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推动黄河战
略在河南落地见效，2025年 4月 1日，《河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办法》将正
式施行，让多年治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韩广道认为，这一法规
的出台将为郑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核心示范区建设筑起一道坚实的法治之盾。

黄河宁，天下平。岁岁安澜是黄河流域人
民的长久期盼。

据郑州黄河河务局局长李明生介绍，近年
来，郑州完成 13处控导工程长达 9公里的上延
和下续，沿黄 60余公里堤顶道路加宽至 8米，
建成并加固了黄河文化公园临河护岸工程，同
时建成了由坝岸监测系统、超声波自记水位
计、无人机、视频会商系统、河务通APP等组成
的郑州黄河信息化系统，为守护黄河安澜插上
了“科技翅膀”。

站在黄河中下游分界碑观景台远眺，落日
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生态廊道如绿丝
带蜿蜒，炎黄二帝像前游人如织，感受着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郑
州，这座与黄河相伴 3000年的城市，正以法治
之力、生态之美、文化之魂、民生之暖，书写着
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壮丽篇章，奔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

科学谋定 护佑大河安澜

（上接一版）发展协行，实现联动发展、协同
发 展 、一 体 发 展 。 要 深 刻 领 会 关 于 促 进 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 裕 的 重 要 要 求 ，持 续 加 强 普
惠 性、基 础 性、兜 底 性 民 生 建 设 ，稳 步 提 高

公 共 服 务 和 社 会 保 障 水 平 ，着 力 解 决 好 人
民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统 筹 推 进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和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优 化 文 化 产 品 和 服
务 供 给 ，不 断 提 高 人 民 生 活 品 质 。 要 深 刻

领 会 关 于 坚 持 党 的 全 面 领 导 的 重 要 要 求 ，
全 面 贯 彻 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总 要 求 ，健 全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体 系 ，推 动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常 态
长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扎实推进党建引

领 基 层 高 效 能 治 理 ，更 好 引 领 和 保 障 高 质
量发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治理优势。

（据《河南日报》）

河南代表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学习领会积极践行勇争先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河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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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质项目带动战略 提升服务地方经济质效

郑煤集团公司拼抢一季度“开门红”
（上接一版）积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持续发力清洁能源创新融合和煤炭产业
智能化升级，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
郑 煤 集 团 公 司 新 一 届 领 导 班 子 围 绕

“1511”目标规划和“1+3”产业布局，做实
煤炭主业，强化采掘接替攻坚，成功回购
杨河煤业股权，在芦沟新建一座洗煤厂，
迈出对外托管煤矿业务新步伐。同时布
局新型产业，向新发力，加大河南省三软
煤层开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开展煤
炭安全生产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催生煤炭
生产力。向智转型，建成 7对省级智能化
煤矿、10个以上智能化采煤工作面、15个
以上智能化掘进工作面、50个以上智能
化子系统，推动传统煤炭产业提质增效；
向新布局，新型建筑施工业大力开拓省内

外和国外市场，建塑新的经济增长点；新
型地产服务业稳住现有基本盘，发展与房
地产相辅相成、共存共生新型多元化地产
项目；新兴智能制造业大力研发智能巡检
机器人、智慧矿山人工智能、单轨吊等一
系列具有郑煤特色的智能制造产品，强力
打造新质生产力。目前，集团公司新成立
的郑州曙光云公司智算中心已成功通过
国家三级等保认定，“风光储一体化”新能
源项目率先建成落地。

一系列标志性改革措施的落地，为
集团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数据显示，2024 年，集团公司煤炭
产量、营业收入都实现稳步上升，利税
11.77 亿元，扭转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
企业发展稳中向好、好中向新的态势初

步形成。
“当前，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全力拼抢

一季度，确保‘开门红’，一季度煤炭产量
力争达到253万吨、精煤产量力争达到56
万吨，营业收入力争达到 36.9亿元，利润
总额力争实现 7000万元，项目投资力争
完成 1.34亿元，为实现‘开门红、季季红、
全年红’目标开好局、起好步。”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泽阳表示，将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以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停工
停产矿区厂区为抓手，打通融资和闲置低
效资产利用渠道，提升服务地方经济质
效，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为推动全市煤
炭产业体系重构、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贡
献郑煤力量。

本报记者 薛璐 通讯员 李志强

用心用情纾困解难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本报讯（记者 苏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明近日率队到数字马力（郑州）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德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调研，了解民营企业生产经营
现状，优化助企服务，奋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陈明指出，民营企业是我市经济发展的主
力军、科技创新的强引擎、对外开放的动力源、
民生福祉的助推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上来，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中心城市
建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惠企政策宣
讲，完善包保服务机制，常态化调度、精准化服
务，用心用情助企纾困解难，推动政策直达快
享，实现政企双向奔赴。要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加快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
制，提升创新创业创造活力，推动民营企业坚守
主业、做强实业。要全面融入党建引领网格化
治理，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服务管理、基
层治理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强化科技赋能拧紧责任链条
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治）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吕挺琳近日来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安
排部署相关工作。

接访中，吕挺琳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
深入了解他们反映的薪资拖欠等问题，与相关
负责人现场研究解决方案，要求相关部门严格
落实“三到位一处理”“四下基层”工作要求，坚
守法律底线，深挖问题根源，明确办理时限，跟
踪督办落实，依法依规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吕挺琳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
谐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以科技赋能提效率、网格化治理强基
础、责任压实保落实，切实将矛盾化早化小，持
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科
技赋能，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畅通“线上+线下”群众反映问题渠道，优化
诉求受理、智能分办、全程监督等机制，推动信
访事项办理流程再造，全面提升群众诉求解决
效率。要深化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将信访工
作深度嵌入网格化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网格员
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由网格员主动对接
群众，动态摸排矛盾隐患，变“等群众上门”为

“到群众身边”。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和发展
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领导干部下访
接访、包案攻坚，强化全过程跟踪问效，完善督
查问责机制，推动全市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
更好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3月 6日，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路云来到市信访局，视
频调度区县（市）信访工作情况，协调推动包案
案件、群众约访案件问题解决。

路云与中原区、二七区、中牟县、金水区视
频连线，详细了解各区县（市）信访工作开展情
况。随后，路云与来访群众交流，倾听群众反映
的问题和诉求以及处置进度，梳理问题症结和
办理难点，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
决方案。

路云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守人
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做好群众工作，更好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要持续改进工作措施，澄清
底数、建立台账、包案化解，注重举一反三，加强对
普遍性问题的梳理归纳和研究分析，形成“以点
带面、以面促点”的融合推进循环，全面提升信访
工作质效；要推动信访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
融合，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突出源
头治理，夯实基层基础，运用法治方式，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萌芽，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在基层，努
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春风送暖
“郑”在行动

本报讯 为响应“河南省
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号召，3
月5日，郑州市市级财政国库
支付中心党支部联合二七区淮
南社区工作者共20余人，走进
淮南社区老旧小区开展"学雷
锋 我行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传递社会温暖力量。

志愿者身着红马甲，手
持扫帚、铲刀等工具，对淮南
街 15号院的楼道堆积物、绿
化带垃圾、墙面小广告等进
行集中清理，另外，针对大家
苦恼的雨天积水问题，志愿
者现场清理雨水篦子12个，
畅通了小区排水系统，经过

志愿者的一番忙碌，小区环
境焕然一新，获得居民的热
情点赞。活动当天，志愿服
务队还专程探访 92 岁高龄
老党员王凤英，为老人送上
米面粮油，帮助打扫房屋，送
去组织温暖与关怀。

此次活动的开展，既是
新时代传承雷锋精神的具体
实践，也是推动基层治理与
文明实践深度融合的生动体
现，下一步，国库支付中心将
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
化，以财政力量助力基层治
理和民生改善。

（通讯员 刘泽坤）

大河汤汤，日月轮转，春色又一次晕染黄
河两岸。

回望 2024 年，黄河惠济段成功创建省级
美丽幸福黄河，花园口断面水质连续五年达
到Ⅱ类，全市深层地下水水位持续回升，居全
国前列；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31 天，南水
北调总干渠水质保持Ⅱ类，国、省控河流断面
全部达标；新建绿地 320 万平方米，营造林
5.09万亩，林长制全省考核第一；建成公园游
园 35 个、绿化道路 66 条，治理矿山图斑 2.05
万亩，环城生态水系循环工程全线贯通，每天
向城区河道供水超 60 万立方米，城市生态水
质更加清澈……

如今的郑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
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源粮食安
全基础不断巩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一曲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黄河大合唱”，正在中原大地激昂奏响。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
伟大的中华文明，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的足迹遍布黄河沿线九省（区），在郑
州、济南、兰州三次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殷殷嘱托，言犹在耳；厚望如山，催人奋
进。近年来，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重要嘱托，坚决扛稳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首提
地的政治责任，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黄
河保护法》，突出保安全、抓节水、优生态、兴
文化，在全流域率先谋划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全面修复沿
黄生态，大力弘扬黄河文化，确保黄河安澜，
一幅城水共生、城兴水美的和谐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
腐腰”之称，河南是千年治黄主战场、黄河文化
重要发祥地，也是新时代黄河保护治理的核心
区、幸福河建设的重要区域。郑州是黄河沿线
规模体量最大的城市、黄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之一，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在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上善作为，郑州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

锦绣画卷，双手织就。牢记领袖嘱托、践
行省委要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牢牢把握“重在
保护，要在治理”的重大要求，全力推动各项工
作落实落地，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奏响郑
州乐章。我们要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大保
护、大协同格局，坚定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扛牢保
障黄河安澜的重大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持续推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高质量发展，一体推进防洪能力提升、生态环
境优化、高质量发展和黄河文化传承保护，守

护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高水平打造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

重大系统工程，非一时一日之功。认真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前进，以高度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强化使命担当、凝聚奋进力量，“一年一年
推、一年一年抓落实”，我们一定能把郑州加快
打造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
心示范区”，奋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在郑州大地续写中华文明历
久弥新的“黄河故事”。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郑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