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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利霞）“环境太舒
服了，周末能待一整天！”大
学生小李对书舍的阅读区
赞不绝口。“以前借书要走
半小时到县图书馆，现在步
行5分钟就到！”社区居民王
女士是书舍的“常客”，她表
示，书舍的儿童绘本区解决
了孙子“看书难”的问题，自
己也能借到养生、烹饪类书
籍，生活更充实了。近日，
中牟新区两家城市书房乔
迁落户广惠街道桃李社区、
刘集街道鲁公社区，成为社
区居民的文化会客厅。

城市书房下沉社区，核
心是将阅读空间嵌入基层
网格，不仅是设施的物理迁
移，更是文化资源分配方式
的重构，是文化服务模式的
创新升级，实现书房和社区
服务的融合管理，从书房场
地、人力等方面每年节约资
金80万余元。

新迁移的社区城市书
房，温馨的阅读环境、自助
的服务模式，深受社区居民
的喜爱。桃李社区城市书
房，面积200平方米，内设便
民服务、一般借阅、少儿借
阅等区域，拥有50多个阅读
座位和7000余册图书，内容

涵盖政治、经济、历史、人文
等多个门类，能满足市民的
各类阅读需求，开放时间为
9点至19点。

鲁公社区郑品书舍，面
积 300平方米，6000余册优
质图书，服务范围覆盖社区
内 13个商业小区及全镇域
居民。创新采用“社区牵
头、合伙人协同”的联动模
式，致力于为居民打造“家
门口的阅读空间”，让知识
真正融入社区生活、惠及每
一位群众，助力构建全民阅
读的全新生态。

福顺社区书房，采取
“书房+咖啡”的运营模式，
宽敞大气的空间，绿植环
绕，满室氤氲咖啡香和书卷
气，让读者享受像朋友客厅
书房一样的亲切自然，尽享
一段沉浸式的阅读时光。

星城国际社区书房，35
平方米精致空间，藏有2500
册好书和20余个舒服座位。

自书房入驻社区以来，
凭借丰富的藏书、舒适的环
境和贴心的服务，迅速成为
社区居民的“精神家园”。值
得一提的是，新乔迁的两家
城市书房均实现与图书馆的
借还互通，进一步充实了居
民家门口的“精神粮仓”。

本报讯（记者 孙庆辉 通
讯员 方宝岭 文/图）近日，郑
州高新区管委会“重点项目会”
通过了金盏街跨须水河桥梁工
程设计方案，双湖科技城交通配
套建设再进一步。金盏街跨须
水河桥预计2027年建成，将成
为兼具实用与景观的新地标。

据了解，金盏街跨须水河
桥总长450米、宽60米，按城市
主干路标准建设，双向八车道，
主桥为钢箱结合梁异形拱桥，
引桥用预制小箱梁，计划工期
20个月，同步实施景观照明与

桥体绿化，预计2027年投用。
设计方案创意十足，桥

梁融入了丰富的创意元素，
其独特形态源于莫比乌斯环
的拓扑衍生，象征着高新区
新老城区如同莫比乌斯带的
正反两面融为一体，预示着
高新区打破空间隔阂，走向
一体化共荣。同时，双拱交
叠连接的姿态如同无限符号

“∞”的片段，隐喻高新区科技
创 新 与 产 业 发 展 的 无 限 潜
能。此外，桥拱造型凝练了
嵩山余脉的脊梁，利用“峰、

石、河、谷”等元素，勾勒出
“远山含黛”的东方诗韵，刚
劲尖拱线型则溯源自郑州商
代青铜礼器的夔龙纹张力，
让桥梁承载起郑州山河与青
铜文明的千年烙印。

金盏街跨须水河桥梁是
高新区 2025 年城市建设计划
的重要部分，是双湖科技城东
西向交通主动脉关键枢纽，无
缝连接亿达科技、联动U谷等
核心产业板块及北斗云谷产
业园，是驱动区域活力与协同
发展的重要节点。

金盏街跨须水河桥梁
预计2027年投用
将成为高新区兼具实用与景观的新地标

制度创新：从等群众来到送服务去
“惠帮办”品牌一亮相，就

用实打实的服务圈了粉。针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大厅推出“专窗受
理+专人对接+上门服务”服
务，从材料预审到最终办结全
程代办，已为 70 多位特殊个
人解决了办事难题。

企业办事也有“特殊待
遇”——营业执照办理时少了
份材料？“容缺受理+承诺办结”
机制来兜底，先办业务后补材
料，平均办理时限直接砍半。
上班族没时间工作日来？工作
日每天延长1小时服务，周末公
安户籍、交警违章处理、不动产
登记等窗口照常开门，今年年
初以来已在非工作时间帮群众
办了 7411件事。遇上办事高
峰，“潮汐窗口”还会“自动上
岗”。窗口人员根据排队人数
灵活调配，让群众等待时间稳
稳控制在8分钟内。

流程再造：从“跑断腿”到少跑腿
“以前开奶茶店，得跑市

场监管、税务等好几个部门，
现在在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
就行。”办完企业开办手续的
创业者李女士说。这是惠济

区 22 个“一件事”套餐的缩
影，从企业开办到新生儿出
生、从就医报销到二手房过
户，把关联事项“打包办”，平
均办理时间少了60%，群众跑
腿次数直接减少了75%。

跨部门审批曾是“老大
难”，如今有了“并联审批”新
解法：部门之间数据共享、结
果互认，群众填一张表、交一
次材料，剩下的由部门内部协
同办理。要是真遇到“办不成
的事”，大厅专门设了“办不成
事”反映窗口——从受理问题
到转办部门，从跟踪进度到回
访反馈，50多个疑难杂症都在
这里画上了句号。

服务延伸：从大厅办到家门口办
在惠济区的重点产业园

区里，政务服务驿站成了企业
的身边帮手。依托园区物业
设立的这些小站点，政务服务
驿站能直接提供政策咨询、材
料预审服务，不用再往区大厅
跑。去年以来，“政务服务进
企业、进园区”行动带着 29项
惠企政策上门，2000多家企业
当场拿到政策解读，100多个
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被“一
对一”解决。

不只企业，村民办事也更
方便了。“区级大厅—镇街便民
中心—村居服务站”三级服务网
已经铺开。像社保认证、老年
证办理这些小事，居民在家门
口的村居服务站就能搞定。

数字赋能：从带证件到刷脸办
常来大厅办事的市民发

现，身份证、营业执照、不动产
证等常用证件，在惠济区 252
项政务服务中已经实现“免证
可办”——电子证照在系统里
自动调取，通过数据核验替代
纸质材料。这只是数字化的
第一步。大厅正探索“无感智
办”：系统通过数据分析预判
群众需求，比如企业营业执照
快到期时，会自动推送续期提
醒和办理指南；社保缴费基数
调整后，参保人能收到定制化
的政策解读。目前，90%以上
的事项都能在线上全程办理，
数据在后台“跑起来”，群众自
然就不用“跑断腿”了。

如今，在惠济区，群众办事
满意度保持在 99.9%以上，企
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
日，不动产登记实现立等可取。
本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徐久凯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朱翔宇 通讯员 姚缘缘）

“15天，300万元贷款到位！
这对我们轻资产企业来说
真是雪中送炭。”近日，郑州
乐不可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负责人收到银行发来的
放款通知，难掩激动之情。
在二七区淮河路街道，这样
的融资喜讯并非个例，已有
不少企业通过街道搭建的
服务平台破解了资金难题。

作为一家以创作微短
剧为核心的新兴文化企业，
乐不可吱的核心资产是创
意剧本和制作团队，轻资
产、缺抵押、模式新，让其
在 传 统 融 资 路 上 屡 屡 碰
壁。在深入实施营商环境
改进提升行动中，淮河路街
道敏锐地将破解企业融资
难，尤其是轻资产特征突出
的新兴经济领域融资困境，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
突破口。

街道依托“企业吹哨、
部门报到”机制，深入一线
精准摸排需求。了解到乐
不可吱的难题后，街道迅速
组建专项小组，多次深入调
研。在透彻分析企业核心
数据、行业前景和商业模式

后，街道主动担当“红娘”，
牵线中国农商银行、建设银
行召开专场融资对接会。
最终，银行突破传统信贷模
式，仅用15个工作日即完成
共计300万元贷款的审批与
发放，有效化解了企业的燃
眉之急。

为打破银企信息壁垒，
街道常态化搭建高效“政企
银”对接平台，同时系统梳
理整合辖区企业经营数据、
行业分析报告及适用政策
清单，为金融机构提供多维
度的风险评估依据，并建立

“受理—分析—对接—跟
进”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
确保企业融资需求响应不
超过3个工作日。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举
措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淮
河路街道搭建的“政银企”
协同平台已累计助力 2059
家市场主体成功获得融资
支持。

“我们的目标就是当好
‘联络员’和‘服务员’，让金
融‘活水’精准滴灌到最需
要的地方，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赋能辖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淮河路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中牟新区：

城市书房下沉社区
打造家门口的“文化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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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

政务服务再升级 跑腿减少七成多
轻资产不再“轻”信贷
为新兴企业“贷”来新动能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以前办事得请假跑大半天，现在周末来半小时就搞定了。”7月20日，在惠济区政务服务大厅
办事的市民王女士，对周末无休窗口赞不绝口。这背后，是惠济区通过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服务延
伸、数字赋能“四维联动”打造政务服务新生态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