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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民生话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更新作为
城市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实现城市有
机更新的重要手段、实现城市交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市政协委员袁媛建议，探索郑州
市轨道交通与城市更新相统筹的实施
途径，促进站城空间一体化更新、设施
一体化更新、环境一体化更新、交通一

体化更新；加强已建成站点周边因轨
道交通建设征迁形成的边角地等零星
低效用地的梳理工作，引入产出更高
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
会、丰富居民消费、增加政府税收，实
现城市的内涵式发展；在轨道交通站
点周边建设一批便民店、停车场等公共
服务设施，解决城市痛点。记者 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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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各地老旧小区火
灾事故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居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安全感。

市政协委员李海霞建议，探索
新型动态管理方式，加大政策激励
引导，设立“正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正面清单积分较高的，可以探
索对自觉自律物业企业的政策奖
励，并关联其他政府管理优惠政策，
充分体现政府的正面引导作用；负
面清单积分较高的，酌情增派力量
重点巡查和治理，正负面清单实行
动态调整。记者 王战龙 刘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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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老旧小区“正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设立社区宝宝驿站促解育儿烦恼

市政协委员郑锋建议，依托公
园广场与社区建设市民园艺绿色驿
站，绿色驿站可在公益性前提下，打
造“驿站+”模式，比如引进自动售货
机、咖啡馆等，或者引入园艺展览、
亲子活动等，与一些线上线下运营
机构发生联动，吸引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共建，激活周边经济的同时，服

务更多市民群众，以经济效益助力
绿色驿站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多方共赢。绿色
驿站可充分挖掘园林园艺的文化
价值与艺术美感，打造梦幻的植物
景观及花卉文创系列产品等，让园
艺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近，有趣又

“出片”。记者 王战龙 刘盼盼

“一小”服务尚不完善，带娃没
有去处，缺乏婴幼儿阅读、游戏、手
工制作开放场所以及邻里之间相互
交流育儿经验的平台，这无形中增
加了家庭育儿烦恼和焦虑。

市政协委员张桂勤建议，利
用社区、物业、儿童之家、妇女之
家、活动室等公共场地资源，由政
府办事处、社区购置婴幼儿玩具、
图书、手工制作器材、活动器具等
建立免费公益的宝宝驿站，
招募志愿者或社会专业的
育儿机构参与运营，为
各社区婴幼儿提供阅
读、游戏、手工制作的
室内场所，定期开放，
让家长带娃有去处，在
家门口就能感受婴幼
儿养育的友好环境。
记者 王战龙 刘盼盼

随着老龄人口数量持续攀升，
老年人对“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
有所乐”等方面需求愈加突出。

市政协委员李宗峰建议，扩大
基层社区老年教育供给，在基层社
区推广小规模的老年学堂，每周定
期组织丰富多样的文化培训活动，
根据老年人兴趣爱好开设声乐、朗
诵、戏曲、乐器、摄影、视频拍摄及剪
辑等特色课程，更好满足老年人不

出远门就能参与学习活动的需求。
市政协委员孙婧、陈曌清建议，

丰富运动项目供给，鼓励体育俱乐
部、健身工作室开发老年特色项目，
设立老年运动创新实验室，政府给予
研发补贴，企业参与设计模拟骑行游
郑州景点、智能体感游戏等结合本地
文化、科技的运动产品，激发老年人
参与热情，探索运动与社交、文化融
合新路径。记者 王战龙 刘盼盼

扩大基层老年教育运动场所供给

据不完全统计，郑州市目前以
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代表的新业态
企业 2000 多家、新就业群体 40 多
万人。如何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
权益？

市政协委员汪德峰建议，明确
规定新业态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
标准，维护劳动者基本休息权益，

积极受理、及时处理新就业群体
与平台企业的劳动争议；积极推
动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纳入社
保体系，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
保障和福利，在子女就学、父母养
老等方面给予其市民待遇，消除
其后顾之忧。
记者 王战龙 刘盼盼

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

建设市民园艺绿色驿站

政协委员提案聚焦百姓关切

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

提升品牌意识 营造中小微企业壮大空间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外
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小微企业面临
着创新发展、人才配置、市场拓展等
多方面的困难。

市政协委员寇金康建议，持续营
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加强中小微
企业品牌建设，选择有基础、有潜力
的中小微企业品牌进行重点培育，从

品牌定位、品牌设计、品牌传播等方
面给予指导和支持，提升品牌知名
度；发挥现代媒体优势，利用多种渠
道对中小微优质品牌进行集中推广
宣传；搭建平台，鼓励企业“走出去”；
促进中小微企业联动发展，加强国
企、央企、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记者 王战龙 刘盼盼

上新文化遗产展馆 做强“黄帝故里”大IP

作为“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
郑州”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黄
帝故里景区如何丰富观赏性、沉浸式
体验内容，成为吸流引流的大 IP？

市政协委员王得华建议，在黄帝
故里景区建立中华传统礼仪与服饰展
示馆，系统展示中华礼仪与服饰文化的
博大精深，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提升景区文化内涵，增强民族认同感。

市政协委员袁进超建议，每个周
末在黄帝故里景区举办简易拜祖仪
式，在重大节日还原拜祖大典仪式，
吸引社会公众、广大游客到黄帝故里
旅游。同时，丰富市场化手段，满足
社会团体、广大企业举办拜祖仪式的
需求，逐步将黄帝故里景区培育成重
大节日、重要时刻海内外华人拜祖的
重要平台。记者 王战龙 刘盼盼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郑州作为与西安、横店齐名的
“全国短剧三大重地”之一，无论市场
规模、作品数量、产业产值均占有重
要地位，但也存在着优质精品剧集
少、城市 IP内容稀缺、创作配套设施
不全、优秀编导人才短缺等问题。

市政协委员常亮建议，做好“微
短剧+文旅”文章，建议郑州文旅部
门、文物部门联合本地主流媒体共同
成立文化遗产宣传工作小组，以“天
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的城市
文化品牌为主题，分批次邀请微短剧
头部企业开展系列采风创作活动，举

办年度“发现郑州文化之美”全国精
品微短剧大赛，并通过媒体大力宣传
郑州的城市文化 IP。

市政协委员靳鑫建议，明确短剧
产业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和扶持政
策；成立郑州市短剧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统筹协调全市短剧产业发展工
作；建立健全短剧内容审核机制，加
强对短剧内容的监管，规范市场秩
序；建立短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为
短剧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对接、
人才培训等服务。
记者 王战龙 刘盼盼

加速顶层设计 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市政协委员张远扬建议，聚焦国
家先进制造业高地能级提升，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强郑州经济发展新
动能。在深化集群横向联动方面，完
善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增强重点实
验室、中试基地、产业研究院等平台

载体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联动
赋能效应；在推进集群纵向联通方
面，允许注册地不在郑州的企业成为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群主”和产业
链“链主”，并给予支持；做好人才保
障，实行“工学结合、学训交替”的人
才自主培育模式，探索科技人才收益
分配机制，全面提升对国际团队的配
套服务。 记者 张竞昳

加快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城市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