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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市政
协委员，花园路街道通信花园社
区党委书记张亚君十分关注社
区居家养老问题。日常工作千
头万绪，张亚君一直及时回应
居民需求。在她的带领下，花
园路街道通信花园社区探索出
了一条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新
模式：打造社区助老食堂、便民

超市、社区理发店和居民康养
中心等全链条式、全过程服务
体系。

“家家都有老人，我们干社
区工作的，经常跟辖区老人打
交道，体会更深，也积累了不少
经验，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拥
有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张亚
君建议，推广嵌入式社区居家
养老新模式，“一针一线”密植
服务网，真正让社区蝶变为融
宜商宜业宜居、娱乐休闲、健身
和养老于一体的乐园，把获得
感印在居民心里。

建立一支高素质稳定的社
区工作者队伍，是推动和谐幸福
社区建设的前提和保障。针对
社区工作者，张亚君建议，提升
薪资待遇，激发队伍“向心力”；
拓展晋升空间，增强一线“凝聚
力”；完善专业培训，增强工作
“驱动力”。

推动传统产业
加快转型升级
——访市人大代表马玲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关于工业与制造业的论述仍然
是重中之重，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要求更高、方向更明，备受企业界
的关注。”市人大代表、河南酷派
三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玲介
绍说，近年来，郑州市新型材料产
业发展势头正猛，而随着比亚迪
汽车生产基地进驻港区，增材制
造可以依托比亚迪、郑大一附院
等，在汽车制造领域和生物医疗
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对增材制造产业的发展，
马玲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
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指
导、扶持和帮助，政府应出台更
多更符合实际的优惠政策，推动
增材制造产业进一步发展、成
熟，形成产业规模效益，形成全
链条互动，使增材制造的个性化
定制功能真正深入生产生活各
个领域；建立基于增材制造技术

的全新制造与服务平台，推动传
统产业加快导入新技术实现转
型升级，成为我市经济发展新的
产业增长点。在人才培育上，高
等教育阶段加大高等院校、职工
技校等增材制造专业学科的设
置，深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协同
发展，加强增材制造专业复合
型、管理型、专业型人才培养。

“近年来，郑州北部发展迅
速，城镇市政道路、农村路网、桥
梁建设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
有利于促进招商引资，带动了
郑州北部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市人大代表、三全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朱文丽
对路网畅通尤为关注。她说，
随着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郑州北部城区人口不断增多，
车流量不断加大，每到上下班
高峰和周末，京广快速路天河
路下桥口、文化路北三环向北
等都会出现车辆拥堵的现象；
对于生活在文化路、天河路之
间，贾鲁河以北的市民来说，每
次向南出行都要绕行至文化路
或者天河路，市民期盼郑州向
北的道路能再多一些。此前受
贾鲁河河道等因素制约，未能
畅通的长兴路、东风渠滨河路、

固城路 3条“断头路”亟须打通，
以满足郑州北部经济社会发展
和群众生活需要。

朱文丽建议，郑州进一步加
大协调力度，早日打通“断头
路”，让群众南北出行道路多一
些选择，让畅通的路网服务于北
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周边居民
生活环境，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畅通路网
让群众出行更加便利

——访市人大代表朱文丽

居家养老 让社区蝶变老人乐园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深入
实施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打
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创建国家级
文旅消费示范城市等，不难看出
未来郑州文旅产业的发展空间
十分广阔。”市政协委员、河南法
学汇信事务所主任徐滟对郑州
旅游事业的发展十分关注。

徐滟说，郑州的“红色”资源

丰富，历史底蕴厚重，但目前郑
州红色文旅存在红色文化资源
开发和利用不足、“文旅+红色”
没有深度融合、红色教育基地建
设有待提升等问题。对此，徐滟
建议，规划先行、做好顶层设
计。将红色文旅纳入旅游发展
规划中，挖掘和用好红色文化资
源，把红色文化打造成为城市的
一张响亮名片。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红色文旅建
设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头
将红色教育基地作为定点教育培
训基地，以带动郑州红色文旅在
全国打响红色文旅品牌，推动红
色文旅高质量发展。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时，优先推进红色文化旅
游所在区域建设，注重与红色旅
游发展规划和红色文物保护规划
紧密结合。培育人才队伍，将红
色旅游导游、讲解员纳入免费的
人才教育培训战略。

将红色文旅打造成城市名片
讲好红色故事
——访市政协委员徐滟

探索社区居家养老
新模式

——访市政协委员张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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