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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提高防洪“四预”能力
开展仿真预演

7月 20日前，将自然资源部门
基础地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
年度变更调查成果和遥感影像等
数据，气象部门灾害预警、中长期
预报产品等数据和我省社会经济
等数据融合至黄河下游防洪会商
预演系统，预判洪水可能造成的
受灾情况，提升洪水汛情预报精
度，对黄河下游水情、雨情、工情、
险情进行预警，开展洪水演进和
洪水风险等仿真预演，完善洪水预
报预案。

场景
结合实时雨情水情
加密预报频次

7月底前，运用气象部门卫星
云图（气象）、雷达拼图、天气图、国
内地面气象站观测、气象灾害预警
和短期、中长期预报产品等实时数
据，结合我省水文实时雨情、水情，
扩大监测范围，丰富监测指标，加
密预报频次，提高预报精度。

场景
提升洪水灾害防御
气象服务能力

8月底前，通过叠加共享数据，
完善黄河流域气象服务共享平台
实况监测模块，根据不同地质地形
及地质灾害发生点、风险隐患点对
降水、风力等气象因素的承受能
力，精准开展高风险、高影响区域
综合监测和靶向预警，提升气象灾
害预警时效性和准确性，更好服务
黄河流域气象联防预警。10月底
前，结合气象卫星遥感数据，开展

陆地植被生态、大气环境、水体洪
涝和森林火点卫星遥感监测，提升
黄河流域生态综合监测水平。

场景
集监测预警等功能于一体
建立郑州数字防汛系统

7月 20日前，运用自然资源部
门风险预警信息、遥感影像、地质
灾害等数据，水利部门水文等数据
和气象部门短期预报产品、雷达拼
图、国内地面气象站观测、气象灾
害预警等数据，补充接入郑州市水
利部门水库、河道、积涝、给排水设
施等数据，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山
洪点、边坡易发点、重点保护对象
等数据，应急部门防汛抢险队伍、
防汛指挥部、防汛物资仓库、大型
装备、避难场所、防汛责任人、专家
库、防汛预案等数据，以及郑州市
人口、学校、医院、加油站点、电力
管线、地铁线路等数据，建立集监
测预警、值班管理、响应发布、灾情
处置、责任人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
数字防汛系统，配套建设数字防汛
移动端和专题库，实现防汛能力数
据准确掌握，水情、雨情、汛情实时
感知，防御指令快速部署和防汛指
挥调度扁平化。

场景
推进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和生态修复

8月底前，运用水利部门黄河
河道、水文、中小河流流域边界等
数据，进一步明确滩区边界，全面
查清黄河滩区界限内耕地立地条
件等土地利用现状；针对水文、河
道、生态廊道等重要管理因素，持
续开展专题监测并形成季度监测
成果，完善省黄河流域本底数据
库，为实施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

和滩区治理、生态修复、地表水监
测等工程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场景
推进林草湿荒
生态综合监测

8月底前，依托国家森林资源
智慧管理平台，对接自然资源部
门国土“三调”及年度变更调查
成果、基础地理等数据和水利部
门水质监测、水资源开发利用现
状等数据，全面摸清林草湿荒资
源底数，建立与国土“三调”成果
相衔接的河南林草湿荒资源数据
库，完善河南森林资源管理“一
张图”，精准确定林草资源保护
和监测范围边界，防止一地多
规、一地多用。

场景
推进非天然地震
监控精准化

9月底前，利用应急部门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经营、使用企业
许可证等数据，准确界定服务范
围，实现非天然地震信息分钟级精
准推送，辅助提升应急处置效率。
10月底前，完善非天然地震可视化
展示分析系统，多维度、多场景展
示非天然地震发生情况，更好监控
致灾风险。

场景
加强生态环境要素
综合监管

10月底前，运用气象部门卫星
云图（气象）、雷达拼图和短期、中长
期预报产品等数据，及时掌握区域气
象扩散条件，服务空气质量形势分析
研判、预警预报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控，提高气象影响分析精准度。

1.5万个岗位
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李娜 实习生 姬瑛蕾）为响应人
社部2022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服务攻坚行动，促进我市 2022届离
校未就业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充分
就业，郑州人社局职介中心联合 52
就业网7月8日、12日两天上午举办
郑州2022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7月8日的招聘会在经开区经北
二路50号郑州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7月 12日的招聘会在大学中路 95
号郑州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举办。
两天的招聘会每天参会企业基本上
不重复。

招聘会邀请200家大中型企业、
知名企业、国企、央企等用人单位参
加，涵盖 IT技术、房产建筑、土木工
程、教育培训、机械制造、餐饮酒店、
文化传媒、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提
供 1.5万多个就业岗位，其中 80%岗
位不设置工作经验要求。

工艺美术人员评职称
不再受户籍、身份限制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李娜 通讯员 孙琦英）昨日，记
者获悉，结合我省实际，省人社厅会
同省工艺美术学会对我省工艺美术
专业人员职称评价标准进行了修订
和完善。

修订后的评价标准打破户籍、
身份限制，简化申报评审程序。凡
与河南省内非体制内各形式经济组
织、个人工作室签订劳动合同的，以
及自由职业者中从事工艺美术的专
业技术人员，均可通过所在地人社
局或省工艺美术学会直接申报。破
除唯学历、唯资历、唯奖项、唯论文
倾向，不将奖项或论文作为唯一要
求，突出个人代表性作品或者项
目。获得特殊荣誉的高技能人才、
传统工艺美术传承人等，可不受学
历、资历限制。

首次将工艺美术“创作体会”引
入中级职称评审评价要素之中，引
导实践类的专业技术人员提升自身
综合素质，推动工艺技术交流。首
次把工艺美术涉及的相应专业以目
录的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相关从
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申报。贯通
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通道，明确了
高技能人才申报相应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层级。

此外，中级职称不再设破格条
件，学历不达标的不再要求破格申
报，只要从事专业年限达到就可正
常申报。

我省发力8个应用场景 以数据共享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推进郑州防汛监测预警应急指挥智慧化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实习生 姬瑛蕾）建立健全部、省数据共享交换机制，深度应用

国家、省、市三级共享数据，提升黄河流域（河南段）协同化、智能化治理水平。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以数据有序共享服务黄河流域（河南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试点实施方案》，对此
工作进行部署。方案提出，以数据共享服务黄河流域（河南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我省将发力于8个应
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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