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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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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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章第三篇章：：郑之园郑之园

晨光熹微，闲庭信步于郑州市森林公园，
轻雾中触摸红枫坠落的轨迹，聆听七峰的呼
吸与心跳，漫步山间步道，感受着草木的生生
不息……如今，“到公园去”成为最受郑州市
民欢迎的生活方式，郑州市森林公园和大大
小小的公园一起，温润了郑州的城市气质，让
这座城市更加诗情画意，更加温暖温情。

郑州市森林公园地处郑州市区东北的
黄河故道，新中国成立前市区东部常年黄沙
弥漫，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寸草不生。斗转
星移，沧海桑田，随着郑东新区建设的推进，
郑州市森林公园从荒山蜕变为绿意盎然的
城市绿洲，在凤山与龙湖交织成自然与繁华
的壮美画卷。

昔日“沙岗”变身绿色屏障
时光荏苒，百年巨变。穿越历史星空,

来郑州市森林公园探寻“绿都”踪迹。
郑州市森林公园所在之地，自明代以

来，因黄河决口处逐渐上移至荥泽，黄河南
岸自此没了自然屏障。几百年间黄河泛滥、
自然迁徙，向南摆动，加上人为决口，从上游
黄土高原冲下的泥沙逐渐堆积在郑州东部
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内，由此形成了上百座
大小不一的沙岗。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政府组织动员各
界人士在沙岗上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历经
几年的奋斗，沙岗被固定住了，树木成林了，
为市区设了一道重要的绿色屏障，从根本上
改善了郑州市的生态环境。

1951年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郑州
市林场。改革开放 30年来，郑州市区向周
边扩展很快，特别是老 107国道（现更名为
中州大道）建成后，原先远离市区、交通不
便、鲜为人知的林场一下子和市区拉近了距
离。1992 年，政府批准在林场的基础上组
建森林公园，公园占地近4000亩，培育并栽
种有80多个品种、几十万棵树木。

2018 年，郑州市森林公园凤山园区升
级改造项目完成，园区内七座错落分布山峰
组成的“凤山”与龙湖相映成辉，让郑东新区
这座湖湖相连的“水域靓城”升级为山环水
绕的“山水之城”。

如今，记者走进郑州市森林公园，曾经
的荒山野岭，如今已是绿意盎然、结构多样
的景区，多功能的城市森林公园。

这里不仅南至北三环朝阳路，北达龙源
一街，西起中州大道，东临龙湖水域，更涵盖
了凤山园区、北龙湖湿地和西运河体育公
园。公园的位置连接多个重要城市道路，方

便游客到达，并覆盖广泛的区域。
在区域规划上，有主入口展示区、山林

游览区、山林拓展区、水岸花园区、亲子乐园
区、湿地体验区和森林运动区等七大景区，
园区内的亲子乐园区和水岸花园区非常适
合孩子游玩；湿地体验区和山林游览区则是
认识植物体验生态的好地方；山林拓展区和
森林运动区为喜爱运动健身的人们提供了
自然健康的运动场地。各具特色，为游客带
来不一样的体验。

郑州市森林公园作为省级文明单位，郑
州市首届十佳地标打卡地，正在逐渐成为市
民周末休闲娱乐的热门之选。

山环水绕“龙”戏“凤”翔
登东山而小鲁，如今登凤山而小龙湖。

对于到郑东新区的游客来说,必须到龙凤呈
祥之地打卡。“龙”即是北龙湖，“凤”便是坐
落于郑州市森林公园内的凤山。

盛夏时节，漫步凤山园区，满眼翠绿，
一片树与花的海洋，山路曲径通幽处，巧妙
的大地如艺术般勾勒出五彩凤翔，亭台坐
凳立于如画风景之中。凤山设计中，以七
峰为凤骨，以植物为凤羽，利用山峰的高低
错落，植物天然的色彩变化勾画出一幅五
彩凤翔的美丽画卷。

“凤山园区占地面积 1684.4 亩，包含凤

山 1至 7号峰在内的龙源一街以南、内环路
以西、瑞雨路以北、中州大道以东的区域。”
郑州市森林公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6 年 4 月，郑州市森林公园凤山园区升
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主要景区凤山
是由 7座山峰组成，由北向南沿龙湖岸边错
落分布，7座山峰有效利用植物的自然色彩
进行大地景观艺术处理，如彩凤展翅，故名
凤山。

攀登至山峰，极目远眺，目之所及处，只
见七峰由北向南沿龙湖岸边错落分布，利用
植物的自然色彩神奇地进行大地景观艺术
处理，如彩凤展翅，故名“凤山”。而凤山又
与龙湖一龙一凤，山环水绕龙戏凤翔，让东
区在青山秀水的滋养下愈发灵秀动人。

凤山园区内 7座山峰平均高度在 25米
左右。登山望远，近可俯瞰凤山全貌、观龙
湖全景，远可眺望会展中心“大玉米”、东站
西广场双子塔等地标性建筑。

“这也是作为平原城市的郑州市内，体
验‘一览众山小’的绝佳处。”园区工作人员
自豪地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凤山的 7座山峰是在场
区内原先周边建设废弃的基坑土的基础上，
经过土方平衡，堆山塑形垒建而成，这在全
国来看都是极其罕见的生态创新举措。

“随着郑东新区和龙湖的开发建设，这

里留下了 200万立方米的废弃基坑土。”相
关负责人说道。成堆的基坑土如何处理？
对此，同济设计院规划设计了在原有基坑土
的基础上堆土塑形、山体成型后再进行生态
绿化的设计方案，一方面解决了现存基坑土
外运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周边工程施工
建设土方外运的难题，并且经过规划设计后
形成的山地园林也为郑州市区增加了唯一
的山地景观，可谓是一举三得。

“天然氧吧”诗意栖居地
水波潋滟、飞鸟成群，凤山与龙湖一龙

一凤，在山环水绕、龙戏凤翔之间，青山秀水
滋养下的郑东新区愈发灵秀动人。

对于城市而言，森林是城市的肺脏，是
“天然氧吧”，为市民带来清新的空气。郑州
市森林公园现有树种丰富，观花树种有白玉
兰、早樱、垂丝海棠、日本晚樱、桂花等 30余
种；观叶树种有三角枫、乌桕、黄栌、重阳木、
银杏、美国红枫、紫叶李等 23种；草花有石
竹、绣线菊、大花萱草等 11种；造型树有油
松、五针松等 5类；观赏草有粉黛乱子草、墨
西哥鼠尾草、小兔子狼尾草；水生植物有菖
蒲等 10 类；成林树种有银杏、白皮松等 10
类。为了提升景区品位，还引种了青檀、椋
子木、秤锤树、八角枫、北美复叶槭等 20类
珍稀树种。

站在凤山山脚，抬眼忽见，山上那有
“叠翠烟罗寻旧梦”和“雾中之花”之称的黄
栌上，黄绿色小花花序为圆锥状，不孕花的
梗呈粉红色羽毛状，久放而不凋落，就像是
一团淡淡的粉色烟雾在枝头形成似云似雾
的景观。

随后，沿着步道深入山间腹地，所有来
这里的游人都会被这里的植物多样性所震
撼。山中树木品种丰富，珍稀树种众多。

夜游于此，则是另一番幽深景象。山林
小径被地灯染成柔和的暖黄色，如星子撒落
林间。突然，一簇流萤从灌木丛中升起，如同
被风吹散的星屑，与远处“大玉米”的暖光遥
相呼应，构成人工与自然光效的奇妙对话。

花草无言，数字为证——百余种鸟类在
此筑巢，数十种鱼类畅游湖中，万株花木四
季绽放。这座集生态、休闲、文化于一体的
城市公园，正以“小城大生态”的实践，诠释
着郑州对“幸福指数”的精准丈量。

一边是市井的烟火，一边是森林的幽
寂。如今，郑州城在林中、园在城中、林水相
依、林路相随，而郑州市森林公园，正是串联
起城市的过去与现在，融入了市民日常生活
的诗意栖居地。

郑州市森林公园:“龙湖”“凤山”绘锦绣
本报记者 覃岩峰陶然 通讯员 戚雨荷 文 李新华 图

森林公园生态环境美如画

我市出台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

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促进城市功能提升

本报讯（记者董艳竹）市政府近日印发《郑州市国土空间专
项规划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我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审
批和管理工作，提高资源利用水平，促进城市功能完善与提升。

《办法》明确，专项规划是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导约束
下，对特定区域、流域、领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
安排，涵盖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
施，以及军事设施、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

本市行政区域内市级各类专项规划的编制、审查批准、实
施监督等管理活动均适用该办法。市政府统一领导相关工
作，建立统筹管理机制，市资源规划局牵头负责统筹协调，多
部门按职责做好编制和实施工作。

在管理流程上，专项规划编制实行目录清单管理，相关空
间类专项规划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市资源规划局会同
多部门制定编制目录清单，经审议通过后印发实施，且实行动
态管理。未列入清单但确需编制的，需按程序申请增补，未列
入清单的规划不予审核、审批、发布，财政也不予安排经费。

编制审批环节，专项规划由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市资源规
划局统筹建立衔接审查机制、制定技术导则、提供统一底图和
数据。编制单位需具备相应资质，规划草案要经部门审查、征
求各方意见并公告，成果经初步审查后提交市政府规划联审
联批会审议，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并汇交数字化成果 。

此外，《办法》对规划修改及维护优化作出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规划，确需修改，需按规定进行。修改
情形包括重大战略实施、项目建设调整等。修改或维护优化
后的成果数据需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
息系统，以构建全程留痕、审批可控的管理体系。该《办法》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

“郑州—连云港”铁海
联运获批图定班列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董茜 通讯员 宋雨）7月2日，一列装
载40车集装箱的铁海联运专列（X9554次）从郑州圃田中心站
启程，预计历经 15小时后抵达连云港新东方国际货柜码头。
这标志着“郑州—连云港”海铁联运线路正式纳入全国铁路运
行图，开启“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五定班列新篇章。

据了解，该条线路成为继2023年“郑州—青岛”纳入国铁
集团图定班列管理后，郑州市开通的第 2条图定铁海联运班
列线路。新丝路港投子公司中部陆海国际多式联运郑州有限
公司自2024年底被我市纳入铁海联运平台公司以来，在连云
港港口集团、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中铁集装箱公司、海关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降低物流成本为核心目标，大力推动铁
海联运业务。公司通过网格化市场开发深耕腹地货源市场，
在运价、舱位及箱源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保障。同时，联合铁
路等部门推出“一单制”全程物流方案及外贸货物抵港直装等
多项创新举措，为我省本土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物流
通道，最终成功推动该图定线路获批。

“郑州—连云港”铁海联运班列实现图定化开行，进一步
完善了郑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干支结合、枢纽集散”的高效
集疏运体系，将有效助力本土外贸企业降本增效，增强其产品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部陆海国际多式联运郑州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挥铁海联运平台作用，积极谋划开展
铁海联运全程CCA服务，推进空箱前置、铁路箱下水、“一单
制”等便利化措施，持续为本土企业提供更优质、便捷、高效的
国际物流综合服务。同时持续发力，以实际行动加快郑州内
陆港建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

“绿城有爱 平安童行”

我市开展防溺水
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陶然）防溺实践不松懈，安全教育“不放
假”。7月 3日，郑州市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中心联合郑州红十
字启明救援服务中心，开展“绿城有爱 平安童行”暑期防溺亡
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群体，通过理论
宣讲、技能实训、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普及宣传防溺亡急
救知识，构建家社联动的暑期安全防护网。

“大家了解暑假在家的六个不准有哪些吗？看看谁能在
动画片里找到答案……”在知识科普区，老师通过卡通动画、
情景剧演绎等形式，生动解读防溺水“六不准”原则。

“我们穿着救生衣前应检查救生衣有无损坏，腰带、胸口
及领口的带子是否完好……”另一边的技能实训区内，专业救
援人员现场演示救生衣穿戴技巧，随后，手把手教孩子们正确
使用抛绳包，并进行心肺复苏实操演练。

“天呐！好逼真，溺水真的好无助。”在沉浸体验区，VR
设备模拟的真实溺水场景让孩子们在虚拟与现实交互中掌握
应急逃生技能。活动创新设置的“安全小卫士”闯关挑战赛气
氛热烈，通过趣味问答、情景模拟等趣味环节，打造寓教于乐
的沉浸式安全教育课堂。孩子们在趣味比拼中，巩固了防溺
水知识及应急救护技能。

盛夏时节，郑州华润燃气“润燃牛师傅
服务队”在广武镇大师姑村启动燃气安全
宣传与隐患排查。7月 2日，这支身着灰色
工装的队伍深入乡村，以实际行动践行市
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为村民筑起一道
坚实的燃气安全防线。

“大爷，您家这台燃气灶用了多少年
了？知道已经超期了吗？”村民王大爷家
中，“润燃牛师傅服务队”郭师傅得知这台
灶具已“服役”10年之久，且密封件已明显
老化时，很急切地提醒道。

大师姑村，天然气普及率较高，燃气
具“超期服役”需要特别关注。据安检发

现，村内部分村民的燃气热水器、灶具已
超过“8年判废”期限，部分设备甚至存在
密封老化、燃烧不充分、烟道破损等严重
安全隐患。“超期燃气具就像潜伏在身边
的定时炸弹，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
想。”郑州华润燃气安全管理室主任郭千
枫在现场强调。

为落实《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
明确提出的“及时更换国家明令淘汰或者
使用年限已到期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
以及其他配件等”要求，郑州华润燃气“润
燃牛师傅服务队”迅速行动，将安全宣传与
隐患排查相结合，为村民提供“一对一”的

精准服务。
活动现场，郑州华润燃气设置了咨询

台，展示了合规燃气具模型，并演示了烟道
规范安装流程。“润燃牛师傅服务队”提醒
村民：“选购热水器要认准 3C认证强排式
或平衡式机型，灶具必须带有熄火保护装
置。”针对老年群体，服务队还提供了上门
检测、协助预约换新等便民措施。

同时，华润燃气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777，24小时持续畅通，为村民提供隐患
整改、设备换新等全流程支持。

“刚刚召开的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强
调，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提升乡村发

展建设治理水平，加快建设富有郑州特色
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们也将用实际
行动践行全会精神，将继续扩大安全宣传
覆盖面，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特点，制定
更加贴近村民需求的宣传方案，为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贡献力量。”郑州华润燃
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
政府部门的深度联动，共同守护好万家

“烟火气”。
郑州华润燃气“润燃牛师傅服务队”用

脚步丈量安全，用汗水守护平安，将全会精
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为乡村燃气安全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牛师傅”下乡查燃气守护万家“烟火气”
本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海涵

（上接一版）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

包括“围绕创新驱动、制造强市战略定制金

融产品”“加强科技型企业专属金融产品开

发”“创设知识产权系列金融产品”“支持商

业银行探索‘投贷联动’业务”“推广应用‘创

新积分制’制度”等5项举措。

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包括“建立覆盖科创

全周期的基金丛林”“推动企业上市高质量

发展”“完善科技投资退出机制”“丰富科技

领域债券融资渠道”等4项举措。

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包括“提高区域科技

创新能力”“建立科技型企业培育库”“健全

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建立科技金融工作评

估闭环机制”等4项举措。

“创新积分制”疏通金融赋能“主动脉”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为实现

科技和金融的双向奔赴，郑州将以“创新积

分制”为突破，疏通金融赋能“主动脉”。

目前，郑州市正对全市 1.5 万家高新技

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开展创新积分评

级，通过量化指标精准刻画企业创新“画

像”。下一步，郑州将建立高积分企业“白

名单”库，定期推送至金融机构，推动“创新
积分贷”等产品精准滴灌，实现“技术流”向

“资金流”的高效转化，切实破解企业融资
难题。

同时，以政府基金为杠杆，撬动社会资
本“投早投小投科技”；依托郑州市基金集聚
区，打造“郑创投”品牌活动，搭建“基金+项
目”对接平台；郑科贷业务通过“郑好融”平
台透出服务，建立了“投贷联动”工作机制，
实施科技型企业首贷信用贷“破冰扩面”行
动；健全风险分散机制，对科技型企业投保
的科技保险，按照保费的30%给予企业不超
过20万元补助。

促进产业升级郑州再“放大招”
《若干政策》不仅着眼于以融资“解渴”，

更着力促进企业创新、产业升级。

针对郑州市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科
技项目、产业集群、未来产业的不同特点，郑
州将研究配套与之需求相适应的全产业链
金融服务。支持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提质升
级，服务其开展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
推动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自主可控。依托郑东新区、高新区等重点
区域打造新能源、新材料、超硬材料、人工智
能、大数据、超级计算等产业集群。

在支持企业创新方面，对制造业企业研
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对先
进制造业企业加计 5%进行抵减；对专利产
品 2年内年销售收入达到 2000万元以上的
最高奖励 500万元；在支持企业试点示范方
面，对国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分别奖
励 100万元、50万元；在支持企业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对国家、省级中试平台分别奖励

100万元、50万元。

加大对科技型企业投融资支持
为破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中国人民

银行河南省分行会同相关部门，统筹运用股
权、债权、贷款、保险等手段，推动金融机构
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投融资支持。

在围绕创新驱动、制造强市战略定制
金融产品方面，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大
型银行发挥资金优势，设立科技创新和基础
研究专项贷款；加强科技型企业专属金融
产品开发方面，加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
改造再贷款政策落地见效，支持金融机构

挖掘科技型企业潜在融资需求。同时，支
持商业银行探索“投贷联动”业务、用好债
券市场“科技板”政策、推广应用“创新积分
制”制度。

此外，在金融支持郑州市科技型企业创
新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通
过完善科技金融政策框架、加强科技型企业
信贷资金支持、加强科技型企业债券融资支
持等，积极推动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
资共同发力，为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营造良
好货币金融环境。

郑州18项举措激活科技
金融创新发展“一池春水”

敬老公益行关爱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陶然）7月 2日，郑州市残联联合市残疾人

康就中心、康园听力言语康复中心，走进远大理想城社区，开
展“暖暖敬老 聆听美好”公益助老活动。

本次活动聚焦社区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通过“移动听
力筛查+健康科普+长期跟踪”一体化服务模式。依托“暖暖
公益移动听力服务车”，党员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
供上门式听力检测服务。通过专业耳道检查、纯音测听及个
性化健康建议，精准识别听力障碍风险，累计服务居民超200
人次。移动服务车的灵活部署，有效破解了老年群体“出行
难”与“就医难”的双重困境。

活动中，工作人员创新推出“适老化耳保健操”，以简单
易学、科学有效的动作指导老人日常护耳，帮助老人提升自
我保健能力。

市残联同步建立“听力健康档案”，对筛查对象实施动态
管理，后续将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定期回访，形成“筛
查—干预—随访”闭环服务体系。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残联将持续拓展“党建+公益”服务矩阵，推动助残助老公
益项目常态化、品牌化，让民生服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