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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9
月 1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郑州
学校揭牌暨 2020~2021学年开学
典礼举行，标志着郑州市与清华
大学深化校地合作结出新的硕
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姜胜耀，
副省长霍金花出席活动。

徐立毅在致辞中向清华大
学、清华附中对郑州的信任和支
持表示感谢，向清华附中郑州学
校正式招生开学表示祝贺。他指

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
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德政工程，也是事关城市竞争
力、发展吸引力、群众幸福感的重
要事业。近年来，郑州市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事
业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美
好生活从美好教育抓起，以教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城市功能提
升、市民素质提升、创新要素集
聚。相信清华附中郑州学校一定
会发展成为传承清华精神、彰显
郑州特色、教学质量过硬、创新氛

围浓郁的国际名校，成为郑州人
才成长的摇篮。也希望郑州与清
华大学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共同
让清华精神、清华力量在中原大
地传承发展，为推动中部崛起、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姜胜耀在致辞中感谢各级领
导、各界人士对清华大学和清华
附中发展的支持，并表示，清华大
学高度重视与河南和郑州的合
作，清华附中郑州学校顺利落成，
是省校、市校合作的一件大事。

希望清华附中郑州学校弘扬本部
办学经验和特色，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管理好、运行
好、发展好学校，为国家培养好建
设者和接班人。

清华附中郑州学校是清华大
学在华中地区设立的唯一一所公
办学校，也是清华大学正式批准
的首个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全过
程基础教育的异地办学学校，对
于补齐郑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
短板、提升郑州基础教育发展水
平、服务支撑郑州创新发展，将发

挥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清华

附中郑州学校校长王殿军，省教育
厅副厅长毛杰，市领导牛卫国、
孙晓红出席活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9月
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周富强带领市文明
办、市城管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来到惠济
区，就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深化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暗访督导。

暗访组一行先后来到市房屋交
易和不动产登记南阳路服务大厅、清
华园社区、惠济桥村，走进沿街店铺、
背街小巷，随机暗访服务大厅及小区
周边环境，督导城乡结合部综合改造
工作。

周富强说，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事关长远发展、城市形象和群众生活品
质，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盯细节、直面短板，以铁的决心抓创
建、铁的纪律抓整治、铁的手腕抓落实，全
面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针对当前的创建工作，周富强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绣花功夫高标准提
升，对标对表推进各项问题整改，以点带
面破难点、补短板，全面提升工作质效。
要注重细节、加强管理，紧盯文明城市创
建的重点、难点和痛点，尤其是菜市场周
边、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等
部位，做到整改工作不留死角。要集中
力量、倒排工期，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
从点滴做起，从细微处入手，着力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
小落到实处。要全民参与、齐抓共建，
动员广大党员和志愿者深入基层和一
线，用脚步丈量城市每个角落。要主动
加压、狠抓落实，强化日常精细化管理，
为全市人民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
环境，确保文明创建和城市管理提升工
作取得实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据悉，《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投资
评估报告》由环球时报——环球舆情中心
提供数据与研判支持，覆盖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此次郑州能跻身“标杆”，得益于这几
年在“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上的
持续发力。近几年，我市对标国内、国际
先进地区，以“一网通办、一次办成”为抓
手，围绕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和需求，
大刀阔斧推动流程再造、数据打通，以不
断改善的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

一系列数字，充分彰显了全市政务
服务能力的大幅度提升。截至目前，全
市共梳理 386个“一件事”，申请材料由
1577项压减至 653项，压减 58.59%，办理
时限由 3007 天压减至 756 天，压减
74.86%，跑动次数由 577次压减至 101
次，压减 82.5%。“一次不用跑”事项从最
初的 254项增加至 1077项，占比从 17.7%
提升至73.87%。

“一网通办”比例全面提高。截至目
前，全市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事项由 2
月 19日的 1120项增至 1458项，已实现
100%事项“最多跑一次”；全市网上可办

事项由 470项增至 1458项、网办比例由
31.7%跃升至100%。

“一证办”扩容增效。目前，市民凭身
份证可以办理的事项清单共有168项，涵
盖出生、就业、车辆、住房、社保、生活缴费
等民生高频领域。另有 125项实现APP
“刷脸办”、智能办、不见面。

商事登记改革持续推进。目前，商事
登记涉及的 5个部门的系统已经全部打
通，7月 14日，我市首批 11个商事登记
“一件事”在郑州市政务服务网发布上线，
全市所有新开办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
线上就能办理商事登记事项及相关行业
许可证。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持续优化提升。
对照省标准，对我市审批事项再次进行
归类合并、精减，目前我市工程建设项
目行政审批事项由主项 73个（122个子
项）精减到主项 59个（96个子项）；通过
优化，将审批时间由原最长 74天压缩至
最长 61天。市场准入的门槛低了，企业
办事更方便了，市场活力随之提高了。
来自市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
年，全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累计达 9.85
万户。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靳静）又是一年开学季，为引领
广大团员青年讲好黄河故事、保护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9月1日，由共青团郑州市委
举办的“青春寻访 黄河文化”“河小文”进
校园开学第一课在郑州外国语中学开课。

活动首先向青年学子介绍了“青春寻
访 黄河文化”行动，鼓励同学们树立感悟
黄河文化的家国情怀、发掘学习黄河文化
的理论深度、确立寻访黄河文化的实践高
度，在寻访中感悟黄河文化历史厚重，在
参与中增强爱家乡爱祖国精神认同。在
“讲好黄河故事”环节，郑州外国语学校历
史高级教师张昌明以《黄河大合唱》为主
题切入点，通过讲述歌曲创作背景及历
史，激发学生的爱国心、民族魂。

随后的“黄河文化传承”环节，邀请黄
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连德
林、连红增、连蕊、连茹悦四代同台剪纸示
范，现场指导同学们完成剪纸作品《黄

河》，让同学们在学习黄河文化知识的前
提下，进一步了解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切身感受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

郑州外国语中学八年级学生韩金哲
说：“本次青春寻访行动，促进我们广大
青少年充分了解郑州故事、黄河文化，在
参与中进一步增强了精神认同。作为一
名中学生，应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
树立民族意识，以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为己任。”

据悉，“青春寻访 黄河文化”行动是
以寻访华夏文明、黄河文化为线索，按照
团省委“河小文”非遗传承进校园要求，以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好黄河故事为载
体，从而延续历史文脉，把黄河文化的精
髓植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坚定青少年文
化自信，引领全市广大团员青年自觉承担
讲好“黄河故事”、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的时代责任，为加快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在“中华慈善日”、“99公益日”和“郑州慈
善日”到来之际，昨日，市政协主席张延明
到郑州慈善总会机关调研指导工作。

据介绍，近年来郑州慈善总会累计募
集善款6.38亿元，慈善项目、慈善基金、精
准扶贫、SOS紧急救助支出6.3亿元，救助
各类困难群体约1000万人次。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郑州慈善总会筹募款物
8000多万元，第一时间拨付抗疫一线。

张延明高度赞扬郑州慈善总会的工
作，他说，越是到了脱贫攻坚、实现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高度重视慈
善事业。人民政协是慈善事业的积极推
动者和参与者，市政协可以发挥人才库、
智囊团作用，一些专门委员会可与慈善
总会联合开展课题调研，举办相关活
动。全市各级政协委员要积极参与慈
善，奉献爱心，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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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由人民日报社指导、环球时报社
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高峰论坛暨《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
境投资评估报告》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报告》显示，郑州因综合表现
突出荣获“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