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赵璇 美编：宋笑娟 校对：彩华

本报讯（记者 杨丽
萍 文/图）“哇！筋斗云
来啦……”伴随着《云宫
迅音》节奏的响起，一团
白雾升地而起，100 余
名 小 朋 友 尖 叫 连 连 、

“哇”声一片——这是近
日发生在我市暑期爱心
托管班的趣味一幕。

为切实解决假期职
工子女看管难题，郑州
市总工会积极鼓励和推
动全市各级工会开展职
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服
务，精心打造了“社区妈
妈”“劳模姐姐”“UU宝
贝”等主题的爱心托管
班。各级工会爱心托管
班积极开设非遗课、书
法、绘画、国学、中医及
社会实践等特色课程，
结合市总工会“工益乐
学”职工大讲堂进暑托
班和幸福体验馆青少年
心理专题研学活动，为
职工子女打造多元化、
个性化、专业化的温馨
课堂。

在郑州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的工会暑托班
里，全国劳动模范曹瑞
娟以朴实的话语，讲述
了自己在岗位上拼搏奋
斗的经历，为孩子们带
来一场直抵心灵的劳模
精神宣讲。

7 月 17 日，一场别
开生面的“探索看不见
的力量——液氮与空气
力学魔法秀”活动在惠
济区总工会暑期爱心托
管班暨东辰幼儿园举
行。在持续 80 分钟的
活动中，专业科学讲师
团队通过 8个精心设计
的实验，将深奥的科学
原理转化为孩子们看得

见 、摸 得 着 的 奇 妙 现
象。现场掌声、惊叹声
不断，孩子们在互动体
验中收获了宝贵的科学
知识。据东辰幼儿园园
长于敏介绍，本期托管
班精心组织了趣味剪
纸、绘画、音乐、五子棋、
手 工 制 作 、科 学 实 验
DIY 等特色活动，让孩
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游
戏中学习科学知识、训
练思维能力，在红歌教
唱中培养爱国情怀。

组织孩子参与科学
实验，探索航天奥秘，激
发好奇心和求知欲，培
养观察、实验和推理能
力；设置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帮
助孩子们锻炼身体、强
健体魄，培养他们坚韧
不拔的意志；开展每周
主题研学、夏日露营体
验日、农作物采摘等活
动，让孩子在协作完成
任务中提升团队意识；
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
答等方式为孩子打造防
溺水安全知识课，让安
全知识在轻松氛围中入
脑入心……相较往年，
今年的托管班在多元化
服务体系的基础上进一
步深化内涵、拓展外延，
致力于打造更全面、更
专业的“课后成长空间”。

截至目前，全市开
办爱心托管班 225 个，
其中新业态专属托管班
11个，惠及近万名职工
家庭子女，让广大职工
子女在多样化的体验中
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度
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
假期。

网格，是郑州实施治
理、服务群众的基础单元。

打开郑州市新型智
慧城市运行中心平台最
小的治理单元——网格，
一张图就可以清晰了解
区域内楼栋、人口、道路
等硬件信息，也可以明了
低保、特困、高龄、残疾人
等不同人群分布信息。

郑州按照“规模均衡
适度、任务能力匹配”原
则，在城市社区，按照 300
户至 500 户的标准划分

“社区网格”7763 个，以
“50 户至 70 户、2 小时内
完成入户排查、宣传动
员”为标准细分“微网格”
46942个；在农村，以村民
小组为基础划分“农村网
格”11357 个；在交通枢

纽、学校、医院、商圈市场
等人员密集、人口流动频
繁的重点区域，设置“专
属网格”4707个。

所有的网格被孪生
成全市统一、多方共享、
动态更新、精准识别的二
维高清网格电子地图，实
现政法综治、城管、信访、
市场监管等各类网格多
格合一，形成了“全覆盖、
无缝隙”的网格体系。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对“人、地、物、事、情、组
织”六要素数据进行数据
化归集、网格化关联，经过
可视化分析、智能化监管、
数字化建模，打造出一个

“云端”看得见的郑州。
数字赋能城市治理，

正在悄然改变着服务群

众的速度和效率。
在郑东新区，发现单

元楼门口出现地面积水，
拍照上传渗漏点坐标定
位、积水影像等关键信
息，几分钟后，物业工程
部携带专业设备抵达现
场进行处置。

在高新区，史女士家
洗衣机接口脱落，引发用
水异常，智能水表即刻启
动“异常用水预警”，网格人
员12分钟赶到现场，避免

“水漫金山”造成更大损失。
在登封，一女士骑电

动车途经少室路，发现路
面出现凹陷。她通过郑好
拍App上传现场照片，不
到30分钟，市政养护车辆
就抵达现场，次日清晨，路
面恢复，隐患消除。

解码解码““九个一九个一””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体系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体系 系列报道

九维协同九维协同 全域智治全域智治A05
2025年7月22日

星期二

巧解职工“时间困境”

225个托管班
惠及近万职工家庭

一屏观全域 数字孪生护安宁

打造“云端”看得见的郑州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二七广场、CBD等城市地标
的实时画面跃入屏幕；游人如织的郑州东站、80多公里外的少林寺景区立刻铺展在眼前。

数字孪生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城市治理的未来，作为人口超1300万的特大城市，
郑州积极推进“党建网”+“政务网、视联网、物联网”+“城市运行、应急处突、经济运行等
专网”融合，打造全市域7755.1平方公里全覆盖、全贯通、全应用的“1+3+N”城市运行
智能感知体系，探索特大城市治理向高效能治理跃进的“智治”之路。

作为党建引领网格
化治理的“神经中枢”，郑
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
中心以三级城运体系和
基层网格体系建设为载
体，为城市治理注入“数
智驱动”。

灾害天气期间，接入
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
中心平台的“数字城管”就
展现出它非凡的“科控
力”。全市 415 个重要点
位的感知和监控设备即刻
启动——这些带有传感功
能的监测“神器”，将 152
个道路积水点、12条隧道、
30座桥涵、28条明沟、“两
河一渠”等重点点位的信

息即时回传至指挥中心。
当道路出现积水，布

置在道路上的监测“神
器”立即将信息传至指挥
中心，系统也会第一时间

“唤醒”相关责任人，赶赴
现场消除隐患。

在城市隧道，“智慧
大脑”也正在监控着隧道
的“一举一动”——传感
器实时测量隧道内的有
害气体、风速风向和路面
积水情况，设施状态、预
警提示、远程调度和实时
反馈“一网统管”。

目前，郑州已接入机
场、车站、医院、商圈等13万
余路视频、1567个高位探

头，贯通融合垂管的森林消
防、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农
业农村、应急管理、生态环
境等视频资源，推进燃气、
水务、热力等21.93万台物
联设备接入全市物联网平
台，实现“一屏（一端）”全面
掌控城市运行状态。

这些布置在城市各
个地方的“千里眼”“顺风
耳”，将各类信息汇总至
平台，经过“智慧大脑”的
超级运算，为城市管理提
供全面、及时、准确的数
据支撑，确保突发事件的
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本报记者 王战龙/文
徐宗福/图

服务群众更加精准高效

城市治理跃升的“数智驱动”

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 托管班的孩子在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