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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闻A12

今冬供暖已提前做好准备
□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沈占强 王新霞

离供暖还有一个月时间，今冬供暖，准
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昨日，记者到郑州
市热力总公司打探准备情况。

一工作人员介绍，为做好今冬供热工
作，2009 年~2010 年度供热采暖期刚一结
束，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就针对运行期供热设
备出现的问题，做了大量大修技改工作。经
过从4月份以来共半年多的紧张施工，目前
供热设备大修技改工作已全部完成。

社区“两店”建设试点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放心菜”
□晚报记者 李萌

昨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社区便民快
餐店和蔬菜便利店建设座谈会，听取相关
部门和督导组调研情况汇报，研究便民快
餐店和蔬菜便利店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今
年年底前，我市将在15个社区开展社区“两
店”建设试点工作。

据了解，便民快餐店和社区蔬菜便利
店要建在社区出入口或中心广场等便于群
众购买的地点。“双店”建设场地由社区提
供现有营业用房，租给经营龙头企业进行
经营；如社区没现成场所的，可提供空地，
由社区建设临时用房，租给龙头企业用于
早（快）餐、蔬菜经营。

试点期间，每新建一个“两店”，市财政
将给予投资建设方一次性资金补贴 5000
元，补贴社区每月 300元的管理费用，补贴
早（快）餐经营龙头企业、蔬菜经营龙头企
业；每经营一个社区店（亭）每月补贴 150
元，补贴期限为一年。并鼓励和支持大学
生、下岗失业人员参与社区“两店”经营。

秀秀寻亲后续

山西好人多方打听线
索，助秀秀寻亲
□晚报记者 邢进

10月 13日，《上党晚报》刊发了白血病
女孩秀秀寻亲的报道，在当地引起强烈反
响。虽然截至目前，仍无有价值的线索，但
是已经有不少热心人在多方打探，帮助秀
秀寻亲。

《上党晚报》记者程霞说，报道刊发当
日，他们就与长子县委宣传部取得了联
系。对方答复说，17 年前，长子县没有电
厂，不过很热心地答应帮助秀秀寻找亲人
的线索。

山西长治市的热心读者看到该篇报道
后，自发在百度“长治吧”、“长子吧”发帖，
广泛征求信息。长治市的一位热心市民也
联系到程霞，表示已经与长子县的朋友联
系，请对方帮忙打听线索。

昨天下午，从市三院血液科传来好消
息，秀秀的情况很稳定，白细胞已达 3000，
（正常值为 5000~10000），血小板达 4万（正
常值为 10 万~30 万）。根据目前的情况推
测，大概10天之后，秀秀就能出移植室。

“数字郑州”两年来投资7500万
国家测绘局于2006年启动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试点工作，

2007年1月郑州市政府就提交了正式申请，同年4月，国家测绘局、省测绘
局、郑州市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将数字郑州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及应用示范
项目，纳入了国家测绘局数字区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及应用示范项目试
点城市计划。

据统计，我市自2008年以来在“数字郑州”上共投资7500万元，基本
建成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360房产导航、公共交通智能调度、土地储备
管理、数字城管、劳保监察、警用保障、工商管理、旅游地理等15个基础地理
应用系统。今年1月，共享服务平台和应用系统开始建设“数字郑州”地理
空间框架建设项目所有子项目。

本次“数字城市中国行”大型宣传活动，从全国 100多个数字城市建
设试点中遴选出8个市（区）进行深度报道，郑州市是入选城市之一，本活
动旨在广泛深入宣传数字城市建设成果，向全社会展示数字城市建设为
城市带来的新变化、新风貌。

小刘上班每天都
需要经过沙口路金
水路口，昨天他有了
一个意外发现。
“看，这个饭店的

门牌是悬挂在电缆
线上的，不仔细看还
真看不出来。”小刘
指着半空中的电缆
线上的“第一锅直
行”五个大字说出了
自己的担心，“这么
多字嵌在电线上，哪
天掉下来就危险
了。”
晚报记者 常亮 图

数字城市中国行，郑州是榜样
智能生活正在走进千家万户

10余家中央级媒体感受数字郑州，盛赞“信息化观念和国际接轨”

全国第五次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只
针对大城市，全国共设150个项目点涉及20多万
人，本市金水区被抽中成为其中一个监测点。

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邵声波说，自
即日起，工作人员将在金水区顺河路第二社
区、同乐社区、枣庄社区、未来路康复社区、未
来路金色港湾社区、未来路金水花园社区的
450户居民家中开展人群营养与健康状况的调

查监测。
采取入户询问调查、膳食调查、现场医学

体检、实验室检测等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员将
佩戴统一“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工作证。

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一般会在辖区医疗
机构和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于晚间入户调
查，为了感谢公众的配合，每户接受调查的居
民都会得到价值50元左右的礼品。

“您晚上吃了些什么？是在家吃
的还是在外面吃的？吃了多少肉，多
少蔬菜？”

这些问题，您平常可能根本就不
在意。但是，从即日起，可能会有市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您家中，一
一询问，并做好记录。

10月中旬，市疾控中心启动“全
国第五次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
测”，金水区作为本市唯一入选的监
测点，共有 6 个社区的居民接受调
查，将有专业人员为居民计算每日摄
入的肉类、蔬菜、糖分、油及盐量，并
做出科学的膳食指导。

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松强说，对
本市居民的营养与健康状况进行
调查，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防治慢
性病的干预措施，有效遏制慢性病
的发展，降低医疗费用。
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高世博 卢祎舟

门头招牌“借光”电线，危险！门头招牌“借光”电线，危险！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市疾控中心公共卫
生科科长邵声波说，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居民健康状况的询问调查，膳食调查（3天内详
细的食物及调味品消费量，一日三餐食物的摄
入情况等），体检（身高、体重、血压等）和抽血
检测（血红蛋白、血糖、血脂、高密度脂蛋白）。

凡被抽中的市民和自愿参加上述调查、体
检的市民，请到社区进行登记。

记者了解到，本次调查极为详细，除了解
个人的基本情况外，工作人员还要详细调查居
民每天吃啥、喝啥。调查员基本上会在居民吃
过晚饭后上门，看看你家一天的米坛子、菜篮

子、油壶子消耗了多少？调味品用了多少？吃
了几两肉、几棵蔬菜，都会一一详细记录。

每次调查，每家每户的调味品都要进行
称重，疾控人员通过这种方法来监测居民每
天用油、用盐量等。“所有居民的数据统计完
毕后，我们就能了解居民日常生活中烹饪方
式是否健康。”邵声波说，调查结束后，市疾控
中心会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居民，并负责解释及
提出相应膳食调整及保健建议。同时保证对调
查中所有可能涉及市民个人及家人隐私的问题
和体检结果严格保密。而且这次体检、检测都
是免费的。

手机可预先遥控家里空调
昨天上午，采访团来到了位于中原路联通郑州分公司的大楼

里，一个展示“数字郑州”未来生活的展厅即将对外开放，这里向人
们描述了多个未来数字智能城市生活的场景。

一部半个手掌大的手机，放在孩子身上，不仅能帮家长过滤电
话和信息，还能让大人通过手机实时了解孩子去过哪里，在电子地
图上，孩子全天的行走路线一目了然。

生活在一个“智慧社区”里，居民出门前就可以手机查看目的地
附近停车场的情况；离家后，家里的门窗、燃气、电灯甚至温湿度的
情况，也可以用手机监控。如果有非法进入、燃气泄漏、电灯没关等
情况，主人手机就会收到短信，通过视频查看家中情况，然后决定是
否报警，警方也会根据电子地图上的报警方位迅速赶到；回家前，主
人可以用手机预先遥控空调、电灯。

国家测绘局副局长李维森说，数字郑州在全国数字城市建设水
平高、速度快、应用广。“从目前采访的城市来看，郑州数字化是应用
最为广泛，推广最快的。”李维森说。

一家中央级媒体记者表示：“郑州能将数字化建设作为城市的
一项基础设施进行，这种信息化观念很超前，也和国际接轨。”

“按‘数字郑州’的总体规划建设，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智能
郑州’。”郑州市副市长张建慧说。下一步，将把“数字郑州”二期
过程推广到郑州新区，并将应用系统向广度和深度扩展。

昨日，由国家测绘局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等10余家中央级媒体组成
的“数字城市中国行”大型宣传报道采访团，一行30余人莅临郑州，对郑州市
的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进行宣传报道。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潘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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