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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莹
毛小玺） 6月 7日至 8日，山东省委常委、
济南市委书记孙立成率领济南市党政代表
团到我市，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城市规划建设、产业转型发展等进
行考察，共商两市合作，协同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河南省
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陪同考察并
主持座谈会。

在郑期间，代表团成员在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考察了我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情况，参观了郑东
新区CBD、龙湖金融岛、龙湖湿地公园、龙
湖公共艺术中心，并深入郑州煤矿机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企业发展情况。

随后两市举行座谈会，河南省副省长、
郑州市市长王新伟，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
孙述涛，分别介绍了两市贯彻落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相关情况。

济南市领导殷鲁谦、雷杰、边祥慧、
杨峰、蒋晓光、王宏志、郑德雁、王京文等
参加考察。

郑州市领导周富强、胡荃、张延明、
牛卫国、黄卿、吴福民、陈宏伟等陪同考察
或参加座谈。

人民日报山东分社、河南分社，新华社
山东分社、河南分社负责人参加活动。

徐立毅对济南市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
示欢迎。徐立毅指出，山东、河南两地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济南、郑州同为人口大省
省会城市、黄河流域重要城市、中国传统文
化重要发源地，生态保护的任务都比较重，
都肩负着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两市发展有着
很多的共同点，很强的依存性、互补性，很
大的合作空间。在落实黄河战略方面，郑
州围绕打造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国家高
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和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梳理完成了“1+1+1+N”规划方案体系，
出台了高质量发展制造业、高水平扩大对
外开放、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等系列三年
行动计划，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示范区。济南在贯彻落
实黄河战略方面站位高、思路清，在城市建
设管理、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力度大、成效
好，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有很多创新性经
验做法值得郑州学习借鉴。

徐立毅指出，深化两市战略合作，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协同实施好黄河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是两市共同的责任和愿望。我们要深化研
究协同推进生态保护，在确保黄河安澜、加
强生态保护上相互借鉴、提升标准，找准切
入点，把工作做实；深化研究合作推进高质
量发展，把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形
成更多两地合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
应；深化研究共同讲好黄河故事，深入挖掘
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内涵，积极打造世界大
河文明论坛等载体，做好黄河文化的大文
章，讲好黄河故事，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孙立成对郑州市的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郑州、济南同为沿黄城市，主动融入、服
从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是两市共同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
郑州市谋划发展的高远境界、推进工作的
气魄胆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代表团留下了深
刻印象。特别是在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上，郑州研究深、见
事早、行动快，抢抓机遇、积极作为，谋划了
核心示范区和一批重大项目，值得济南认
真学习借鉴。

孙立成表示，郑州和济南两市协同实
施黄河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

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对于下一步合
作，孙立成建议，一是推动生态保护联防联
控，联合推动成立“黄河绿色城市联盟”；二
是推动发展战略统筹谋划，实现协同发展、
联动发展；三是推动产业发展协作联动，探
索建立产业发展协作机制；四是推动科技
资源互通共享，合作建设黄河流域区域创
新共同体；五是推动对外开放合作共赢，在
自贸试验区建设、黄河流域对外开放通道
等方面加强合作和交流；六是推动体制机
制协同创新，建立沿黄地区规划建设统筹
机制，奏响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会上，济南市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
府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沿黄生态保护、
弘扬黄河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协
同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携手推动两地高质量发展。

济南市党政代表团来郑考察
两市签署协同实施黄河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昨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杜新军到巩
义市调研企业复工复产和纪检监察工作。

在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杜新军深入园区和生产车间实地察看，询
问企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生产经营
情况，了解国家及省市各项优惠扶持政策
落实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紧盯重点行业
企业，做好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

杜新军还来到巩义市康店镇、巩义市
纪委监委机关等地，了解监察职能向基层
延伸、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发挥、检举举
报平台试点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

杜新军要求，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紧

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要坚持六个“聚焦”，聚焦政策落地强
化政治监督，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
脱贫攻坚开展专项治理，全力保障决战决
胜；聚焦惩腐打伞做实“百日冲刺”，确保
实现限期清零；聚焦形势任务持续正风肃
纪，一体推进“三不”机制；聚焦时间节点
加快检举举报平台建设，如期完成试点任
务；聚焦主责主业深化“6-45”问题整改，
不断提升执纪执法制度化、规范化、法治
化水平，建设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
争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努力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市领导到巩义调研

坚持六个“聚焦”
提升执纪执法水平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文/图）昨日上午，记者在新密市大隗镇
侯庄村采访时看到，村民高丽娜正在抓
紧时间利用玉米播种机抢种玉米。根
据郑州市农业部门统计，今年全市小
麦种植面积 212万亩，全市麦收工作基
本结束，总产预计 70多万吨；夏种期间
全市秋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达到 270万
亩，现已播种过半。下一步，我市三夏
工作重点将转入抗旱抢种、抗旱保苗和
秋苗管理。

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各级农
业部门科学调度机械、人力，抢抓天气
晴好有利时机，加快麦收进度，打了一
场漂亮的麦收战役。三夏期间，各地充
分发挥农机作业优势，为农民提供机

收、秸秆粉碎、玉米播种一体化作业，组
织抢时早播，确保收一块、种一块，受到
农民欢迎。此外，我市还注重发挥农机
合作社的主力军作用，引导农机合作社
服从指挥和统一调度，与农户、村委、种
粮大户签订小麦机收作业合同，扩大订
单作业面积，做到“麦熟有机收、机到有
活干”。

进入 5月中下旬以来，我市天气持
续晴好，有利于麦收，但同时也给秋作物
播种和出苗造成了不利影响。目前，全
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为
此，市农业部门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动员
广大群众抗旱抢种，确保不误农时种足
种好秋作物，为夺取我市全年粮食丰收
奠定坚实基础。

我市麦收基本结束
抗旱抢种夏种过半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近
日，由省建设文化协会嵩山木雕艺术委员
会、登封市嵩山木雕艺术研究所、登封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联办的2020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嵩山木雕艺术成果展在登封市嵩
山木雕艺术研究所开展，龙腾峻极、锦绣河
山、卡通动物系列等百余件木雕作品集中
亮相。6月15日前，市民可预约免费参观。

今年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活动主题为“非遗传承，健康生活”，口号
是“非遗传承进万家，健康生活你我他”，
“非遗代代传，健康常相伴”，“传承文化瑰
宝，守护自然之家”。嵩山木雕始于先秦，
形成于唐宋，精彩于明清，民国时期至上
世纪 70年代为沉寂期。2004年至 2014
年，为挖掘传承中原文化，嵩山木雕传承

人王振北师从嵩山木雕大师陈海泉。他
认识到潜心钻研嵩山地区的木雕艺术，牵
头成立“登封市嵩山木雕艺术研究所”，以
“挖掘嵩山木雕艺术之精华，继承、研究、
创新、开发为现代人类装饰艺术而服务，
为嵩山民间文化增光添彩”为己任，深入
研究开发抢救嵩山木雕的各种雕刻技法
及表现形式。

此次展出时间为每天上午 9时到 11
时 30分，下午 3时到 6时 30分，市民及嵩
山木雕爱好者可提前电话预约参观。不
少观众参观后表示，嵩山木雕在民间传统
文化中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工艺价值、欣赏价值、收藏价值。此次
展览让大家深深感受到嵩山木雕文化的
无穷魅力。

百余木雕作品诠释中原文化
嵩山木雕艺术成果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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