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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这样走过你我这样走过十三五出彩路上出彩路上

城市“新地标”打卡龙湖边
深秋时节，在郑东新区龙湖中环路一处处造型别致的

公交站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等候“打卡”，乐此
不疲。几分钟后，游人们登上一辆辆自动驾驶公交车穿梭
于风景迤逦龙湖北岸的中原科技城，从接客出发到接驳点
换乘，到站时间精准到秒级，人们提前体验着未来交通智慧
出行分秒不差的崭新图景。 郑报全媒体记者 覃岩峰

“太神奇了，坐上自动驾驶
公交，仿佛进入了未来城市。”
坐上自动驾驶公交车的客人们
异口同声发出这样的赞叹，作
为全国首条实现商业化常态运
行的智能驾驶公交线路，龙湖
自动驾驶公交线路从今年 6月
20日开始示范运行以来，已经
接待了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游
客，成为中原科技城的一张闪
亮名片。

生态是绿色发展的“底
色”。郑东新区龙湖面积 5.6平
方公里，蓄水量 2680万立方米，
是杭州西湖的2.5倍，近年来，随
着龙湖金融岛建设的顺利推进，
中原科技城的恢弘落地，这里俨
然成为全国各地游人来郑的“网
红打卡地”。

乘坐自动驾驶公交，龙湖一

望无际的“网红草”给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进入 10月，“网红
草”也到了最佳观赏的时节，粉
黛乱子草粉紫色花穗如发丝从
基部长出，远看如云似雾，如梦
如幻，花开成海，美到令人窒
息，众多市民周末云集于此“打
卡”，争相拍照、直播，成为一种
新时尚。

“网红草”的北面，中原科技
城内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郑州
学校已经开学，琅琅读书声不断
传出。作为清华大学在华中地
区设立的唯一一所公办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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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对于补齐郑州优质
教育资源不足短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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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科技城的“网红打卡
地”还有很多，龙湖公共艺术
中心独特的 360度玻璃环廊
造型，如同一只耀眼的“城市
之冠”，登高远眺，碧波荡漾的
北龙湖与河南“陆家嘴”——
龙湖金融岛尽收眼底。和龙
湖相呼应的凤山因彩凤展翅
而得名，两者遥相呼应，龙凤
呈祥，在青山秀水的滋养下，
一览郑东新区全貌，整个城市
愈发灵秀动人。

用生态“底色”描绘发展
“绿色”，吸引“打卡”的不仅仅
是环境，还有产业发展带来的
巨大机遇。

不久前，入驻中原科技城
的首批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复
星国际、上汽集团云计算软件

研发中心、深兰人工智能生态
基地、APUS全球第二总部等
28个标志性项目上台签约，32
家企业同步签约，总额超过
1100亿元，一大批大项目的入
驻、新经济的迅速崛起为中原
科技城高质量发展注入着强
劲动能。

“一方面是想反哺家乡建
设，另一方面是看重郑州的区
位优势和人才潜力。”APUS
公司创始人李涛告诉记者，去
年初，独角兽公司APUS落户
郑州，刚又签约在中原科技城
设立其全球第二总部，目标就
是在以“平台+生态”战略为核
心的基础上发展“北京+郑州”
的双总部模式，将郑州总部建
设成为APUS生态平台的重要

节点和践行数字“一带一路”
的桥头堡。

同时，中原科技城还组建
首批专家委员会，筛选邀请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中
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等科创
领域知名专家，对引入项目
进行综合评估，确保入驻项
目的质量。

“中原科技城的落地是
郑州市以科技引领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具体体
现，可谓正当其时，意义重
大。”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
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西湖
大学也将参与中原科技城建
设，努力在技术创新、人才引
进、产业对接等方面为家乡
作出新的贡献。

一个个大项目、好项目落
地的背后离不开创新资源汇
聚形成的良好创新生态。

目前，中原科技城汇集了
中科院计算所大数据研究院、
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郑州数

字创新中心、北京理工大学
中原研究院、中科院遥感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河南实验
基地、河南省农业大数据应
用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9家国
家级科研院所，引进审协河
南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州

中心、郑州商标审查协作中
心三大国家级平台，以及 12
个院士工作站和 6家省级研
发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源
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和氛围，
书写着中原科技城鼎立中部
的新传奇。

着眼于“快、稳、合、准、暖”

“三送一强”半年帮扶企业超30万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

记者 侯爱敏）记者从昨
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六
稳六保之稳产业链供应链”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
来，我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从供需两
端入手，以“三送一强”活动
为抓手，着眼于“快、稳、合、
准、暖”，积极稳妥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狠抓稳链、补链、
强链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持续向好。

坐上自动驾驶公交逛美景

中原科技城落地正当其时

良好创新生态汇聚更多创新资源

快 建班立制迅速应对
2月 5日，市政府成立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复
工复产日例会、周例会和日报告
制度；下发《郑州市企业复工复产
实施方案》，并成立6个督查组，深
入各区县（市）、企业，督查复工复
产情况。

稳 分区分级分行业有序推进
以县域为单元，按照先规上、

后规下，先工业、后服务业，先保
障民生、后其他的顺序，安全有序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突出抓好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工业产
品复工复产。建立重点项目专

班，跟踪服务 2020年省市重点项
目，6月底前，省市重点项目全部
开工。

合 多方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出台《郑州市关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促进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的若干举措》，30条措施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为解决员工
返岗和物资输送问题，累计组织
客运专运车辆 1067台，集中运送
返岗员工 18692人。梳理重点企
业上下游配套清单，争取产业链
关键原材料、零部件供应企业尽
快复工，推动我市重点企业稳产、
达产。

准 疏堵破难开展“三送一强”
3月 10日起，“送政策、送服

务、送要素、强信心”活动在全市启
动，截至9月30日，全市累计帮扶
企业 31.81万家，协调解决事项
127.6万。其中，帮助企业解决用
工275.57万人，减免税费519.3亿
元，提供资金支持7893.2亿元，谋
划专项债项目投资额4028.8亿元。

暖 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
4月 3日，我市发放首期普惠

型消费券 5000万元，核销金额
3925万元，带动消费5.52亿元，杠
杆比例达 1∶14.1。4月 28日发放
第二期购物、餐饮消费券 1.6亿

元，累计核销7252万元，拉动消费
5.42亿，杠杆比例达 1∶7.5。消费
拉动作用和预热效果突出，超出
预期。6月 18日至 8月 30日在全
市举办“醉美·夜郑州”消费季活
动，推出7大版块43个专项活动，
助推夜经济发展。

在一系列措施助力下，我市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态势良好，
1~8月，全市工业增长 1.8%，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高于
全省平均 2.7个百分点。1~8月，
郑州市工业六大主导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9%，其中电子信
息、铝及铝精深加工业、现代食
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4%、10.7%、8.3%。

北龙湖粉黛乱子草进入观赏期，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