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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翠 鲁慧 通讯员
李泽朝）寒冬时节，冷风凛冽。为向奔波
在一线的外卖骑手、跑腿小哥以及环卫
人员送去关怀与温暖，12月13日上午，共
青团金水区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在文化路
街道办事处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驿站开
展 2024年“温暖冬天”活动，为新就业青
年群体和一线劳动者送上冬日慰问。

活动中，青年志愿者们一早赶赴驿
站集合，将物资搬至指定位置，并通过合
理分工、协同配合，将暖手宝和保温杯等
物资进行分配装包，完成关怀礼包的“特
别定制”。随后，青年志愿者们为外卖骑
手、跑腿小哥以及环卫工作者依次送上

“定制礼包”，每一份礼包都满载爱心与
关怀，传递专属温情。

志愿者任瀚霖表示，活动中他感受到
每一个为城市默默付出劳动者的辛苦与
不易，今后将努力学习加强自身建设，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青春网格行动。

此次“温暖冬天”活动共为新就业青年
群体及一线劳动者50余人送出温暖礼包，
切实让城市一线守护者在冰冷季节感受到
来自共青团和青年志愿者的爱心热度。后
续，金水共青团将持续拓展关爱行动，不断
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冬日温暖永不落幕。

共青团金水区委
开展“温暖冬天”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地 通讯员 杨晴
周园园）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公示了河
南省转型升级试点开发区名单，本次公
示的省级转型升级试点开发区分集群
发展领域、数字化转型领域、协同创新
领域、绿色集约领域和开放合作领域 5
个领域，全省开发区经过所在市审核推
荐、专家答辩论证等环节角逐，郑州高
新区成功同时入选集群发展领域和数
字化转型领域的河南省转型升级试点
开发区。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加快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链式集群发展，

形成以电子信息、先进材料、装备制造
为核心的特色主导优势产业集群。
2023年主导产业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
入比重达到 63.8%，集聚了紫光计算
机、新华三、汉威、明晟新材料、三磨所、
黎明重工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智能传
感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 2023年中国百
强产业集群，获批国家级超硬材料产业
基地、全国唯一“北斗应用技术知名品
牌创建示范区”，打造了亿达（郑州）科
技园、国家 863中部软件园、郑州天健
湖智联网产业园等 5家省级软件产业
园，在气体传感器等高端仪器仪表、大

型矿石粉磨机、节能环保设备、盾构机、
超硬材料等领域优势明显，经济规模稳
步提升，全国影响力持续提升。

同时，郑州高新区发挥创新资源高
度集聚优势，数字化转型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成功获批河南省数字化转型示范
区。数字新型设施布局全市领先，打造
了中部第一张“城市算力网”，加快推进
郑庆哈城市算力网实验场的首个先导
项目建设。数字产业创新平台加速布
局，建设了国家新一代智能公共算力开
放创新平台（筹）、河南省数字经济产业
创新中心、国家网络安全发展创新中心

等创新平台。打造了郑州天健湖智联
网产业园、数算产业园等产业园，郑大
国家大学科技园入选 2023年郑州市数
字经济产业园。加速实施智改数转行
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上云覆盖率达
到80%，累计打造智能化工厂（车间）29
家，正星、新天等 103家企业获批河南
省智能制造标杆企业，12家企业入选
2023年郑州市数字经济重点企业。数
字产业加速培育壮大，数字治理能力持
续提升，建设了“一台多峰”智慧城市实
验场，实现了全区 80余个领域的业务
系统协同。

全省转型升级试点开发区
郑州高新区入选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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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艳诱人的大樱桃

大樱桃、樱桃酒、樱桃红素、樱桃面膜、樱桃籽油……

多彩樱之“链”

社区“英语角”
居民很“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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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龙湖镇地处新郑
城区北部，与郑州市二七区接
壤。近年来，随着省会城市框
架不断拉大，107 国道、郑新
快速通道、大学南路、紫荆山
南路相继打通，龙湖镇距郑
州市区、航空港区仅需十几
分钟车程。

镇西的山西乔村与西泰
山村紧临，西泰山曾是轩辕
黄帝会盟诸侯之地，随着交
通环境的改善，村庄依托黄
帝文化传承区优势资源，相
继建成千稼集、桃花源等景
区，成为省会郑州市民重要
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不仅如
此，这里种植樱桃的历史可
追溯数百年，乔丽霞家祖上
传下的一处樱桃园，树龄超过
200年，旁边还有两亩竹林，竹
竿足有碗口粗。

于是，发展樱桃种植、打
响樱桃品牌、发展樱桃深加
工、带动文旅采摘成为合作社
的创业思路。目前，合作社现
已拥有“久久圣丰”商标，2015
年获得国家级“绿色食品认
证”。同年，合作社被认定为
省级示范社，2016又被认定为
国家级示范社。

“合作社核心基地的大樱
桃是附近最高端的产品，主要
销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每斤
出园价50元以上，全部批量销
售。”乔丽霞说，为保证樱桃质
量，合作社不断加强技术人才
合作，引入国际优质品种。根
据生态学、果树栽培学原理建
园，采取矮化密植增产、优质
壮苗、精确定量施肥、高效节
水灌溉、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多
项专业种植技术。

冬日，新郑市龙湖镇山西乔村，数千亩樱桃树
已经落叶，显露出粗壮的枝条，附近村民树下除草，
为来年的丰收辛勤劳作。

乔丽霞祖上几代在这里土生土长。改革开
放后，她和弟弟外出经商，凭着勤劳与智慧，生活
越来越好，还有了一些积蓄。“尽己所能，为村民
做点事，希望大伙儿都富起来。”2013年，乔丽霞
发起成立新郑市圣丰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过10年辛勤努力，现有职工6人，专业技术人
员 4 人，建成高端大樱桃基地 127 亩，带动周边
1000多名村民入社，共计种植樱桃近万亩，龙湖
大樱桃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张丹
丹）为提升居民英语水平，促进社区文化
的多元化发展，近日，桐柏路街道平安街
社区开展了首期“英语角”活动，吸引了众
多居民参与。

活动现场，郑州大学国际班的志愿
者老师们用纯正的口语和生动的肢体语
言引导人们进行英语口语交流。参与其
中的有小朋友、年轻人、老年人，他们或
单独练习口语，或结成小组进行对话练
习。志愿者老师还设计了一系列有趣的
英语游戏，如单词接龙、英语谜语等，人
们争相展示自己的英语水平，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学英语。“太有趣啦，我一会
儿就记住了 10多个单词。”5岁的欢欢兴
奋地说。“能让孩子自信开口说英语，这
样的活动不错！”带孩子来参加活动的
李女士说。

平安街社区负责人表示，“英语角”
活动将在每周末进行。此外，社区还将
探索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居民提供
更多的文化享受与交流机会。

每年春 夏 期 间 ，是 大 樱
桃成熟时间，也是果园繁忙
时段。“大樱桃成熟期短，需
要及时出货，好在经过几年
努 力 ，已 经 凭 借 口 感 和 质
量，培育了一批老客户。”乔
丽霞说，产品供不应求是因
为品质优良，而优良品质又
来 自 绿 色 种 植 。 果 园 坚 持
使 用 黄 豆 煮 熟 、发 酵 、杀 菌
制作成生物有机肥，坚持机
械与人工方法锄草，不使用
除草剂和化肥，同时坚持不
熟不摘，最大程度确保果品
口感最佳。

为实现大樱桃自动化分
拣，合作社配备分拣设备，分
拣、清洗、冷却、包装一体化完
成。目前合作社拥有樱桃种
植 5项国家专利，联合相关高
校及科研院所共建5个樱桃试
验区，选育研究抗根病、抗逆
性强的矮化樱桃砧木，正在培
育品质优良、颜色鲜艳、果粒
大、丰产、耐贮运的优良樱桃

新品种，探索樱桃矮化密植栽
培新技术。合作社还帮助创
业者解决各种问题，举办创新
创业活动。

“冬季在园区除草的多数
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每天工资
130元。”合作社负责人说，果
园优先选择家庭困难的村民
上岗，就近解决当地贫困人员
的就业，每年发放劳务工资数
百万元。

为延伸产品链，合作社正
在研发樱桃酒、樱桃红素、樱
桃面膜、压榨樱桃籽油等延伸
产品，让产品线更长、覆盖面
更广。同时利用周边黄帝千
古情景区、泰山村千稼集的游
客资源，打响“龙湖樱桃基地”
品牌，吸引游客体验、休闲、游
玩、采摘。

“新郑不仅有红枣，还有大
樱桃。”乔丽霞和她的团队正努
力让大樱桃像红枣一样，成为
新郑又一张亮丽名片。
记者 张立 文/图

传承数百年种植史 打响樱桃品牌

吃的、喝的、抹的……延伸樱桃产品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