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NEWS2023年8月10日 星期四
统筹：胡田野 编辑：潘登 美编：宋笑娟 校对：一广A08

俯下身子、甘当小学生，进行
沉浸式、实践性、研究型学习，通过
参观项目园区、拜访知名企业、问
计行家里手、座谈交流碰撞等形
式，多维度、广领域、全方位阅览发
达地区画卷、倾听发展故事、感受
城市温度、解析经济密码……

何以这番？
郑州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人才是第一资源，青年人才
更是城市的活力与未来。面向全
市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先进地区
跟班学习，是市委着眼于加快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的
重大决策，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
的重要工作，对破解干部队伍年龄
老化、知识结构陈旧等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

“我们希望让年轻干部在跟班
学习过程中经风雨、见世面、锻筋
骨、长才干。充分学习先进地区践
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新经验、新模式、新思维，形成适应
新时代、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
的思路和办法，以点带面激励全市
干部队伍更好适应新时代改革发
展需要，担当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郑州实践的重任。”

何以未来？
也许，就如跟班学习干部所

表达的那样，作为郑州发展的中
坚力量，要以昂扬的奋斗之姿绘
就时代华章，要将3个多月的所学
所思所感，化为今后工作中的源
源动能，奋力交出无愧于郑州人
民的新答卷。

三月实践 于实干中拼未来

三月跟班 于不足处找思路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已经
逐步成长为国家推进高水平改革
开放的试验田、高精尖产业培育的
孵化器、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天府之国成都，将天府文化元
素有机融入旅游产业发展，已经成
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和全球重要
旅游目的地。

“天地之中”的郑州，向上海、成
都学习，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转
化？有哪些成熟的做法可以借鉴？

学习，贵在学以致用，重点和难
点在于找准结合点，把先进的经验
和模式创造性地用在郑州的发展实
践中。

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力行。
学习上海，金水区自贸办副主

任孙立中认为：“对比上海，我们
要进一步明确城市定位和产业选
择，做实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妥
善处理好产业发展中长短期利益
关系，抓根本、抓链条、抓培育、
抓创新、抓孵化，推动产业现代
化、生态化、国际化。”

学习成都，郑州市农业农村工
作委员会三级调研员张晋科说：
“我们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化
产业布局，不断推进粮食生产功能
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做足做活做精
彩‘土特产’文章。在乡村旅游项
目定位上，要突出‘精品’意识，推
出有代表性、名片性的乡村旅游线
路，提高农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对标上海，郑州经开综保区口
岸服务局局长袁园说：“我们必须加
大开放的力度，要把扩大开放、推进
国际化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制度
创新上大胆创、勇敢试，用好用足国
家在自贸区建设方面的政策措施，
在推进对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

面努力拿出郑州方案。”
对标成都，郑州市商务局干部

张嘉琪总结：“郑州交通枢纽优势
突出，要做好扩消费、促内需的优
势文章，不断丰富消费业态，推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加大‘郑
州造’知名品牌的全球营销推广力
度，培育消费领域‘小巨人’企业群
和‘隐形冠军’，引导老字号企业发
掘利用郑州特色文化元素，推出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参考上海，高新区沟赵办事处
党工委副书记刘守强表示：“我们
要立足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在制度
设计、措施制定、贯彻落实等方面
划标准、设规范、定奖惩，以严的氛
围、实的措施、活的宣传推进生产
要素聚集，构建发展新高地。”

参考成都，中牟县副县长杜磊
磊说：“‘成都模式’以其高新技术
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的迅速
崛起，取得了骄人业绩，固然有其政
策优势，但不可忽略的是敢闯敢试、
全力以赴、埋头苦干的工作韧劲，郑
州要学习这种精气神，以开放的姿
态昂首站在发展强市的前列。”

诸如此类，40名学员各有心
得。他们表示，要做到“顶天立
地”，头“顶”“先进之天”、根植郑州
“希望之地”，用汗水和心血把郑州
这片脚下的土地深深滋养。

3个多月的深入学习，90多天
的沉浸式体验，就是要看到“他山
之璞”，更要琢好“自家之玉”。

40名干部交上了他们的“期末
成绩”——上海学习班，多渠道获
得招商信息30余个，有3个项目已
经运作成熟、将于近期签约落地郑
州。成都学习班，对接考察的 105
家企业，已达成落地意向企业2家、
吸引赴郑实地考察合作企业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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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先进学沪蓉
抢抓机遇建新功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郑州医惠
保”服务中心获悉，自今年5月底“郑
州医惠保”理赔通道开启以来，截至
7月 31日，两个月收到 8771件理赔
报销申请，初审累计赔付金额 1498
万元，人均报销理赔 1.32万元，单笔
最高赔付 32.5万元，参保家庭医疗
负担最高减负近56%。

在申请报销理赔的参保居民
中，最大年龄 98岁，最小年龄 4个
月，61～80岁参保人群赔付人数
最 多 ，约 占 理 赔 总 人 数 的
52.27%；41～60 岁中年人群占比
约为 1/3。各年龄段理赔疾病排
在前 3位的分别是：0～20岁人群
为恶性肿瘤、白血病、难治性癫
痫；21～40 岁为恶性肿瘤、房间

隔缺损、颈椎腰椎病；41～60 岁
和 61～80岁均为恶性肿瘤、缺血
性心脏病、严重心律失常；81 岁
以上为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及严
重心律失常。

“郑州医惠保”保障范围覆盖
合理自付医疗费用、合理自费医疗
费用及 30种特定高额药品费用。
在一年保障期限内，参保人员如果
多次住院，可以累计多次后统一
进行申请理赔，也可以一年内多
次申请，“医惠保”不设理赔次数
限制，最高保障额度为每人每年
200万元。

“郑州医惠保”常规医疗费用报
销统一实行线上申请理赔，参保人
可以通过“郑州医惠保”公众号，根
据系统指引完成申请。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裴其娟 通讯员 秦雪 文/图）路
边街角，零星的空地变身充满生机
的绿地，还有游路、座椅、健身器材
供市民游憩……在郑州街头，一个
个小巧玲珑的“口袋公园”离你那么
近，让生活平添诗意。

在郑东新区商鼎路以南、中兴
南路以西，原来的一处弃土堆放及
黄土裸露边角区域建成了2000平方
米的星月园公园。“以前这里空着挺
可惜，现在建成美美的小公园，下楼
几步路就能到这里休息，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在附近写字楼工作的宋
女士说。

在二七区望桥路（灵山路）与右
江路交叉口东北角，利用边角闲置
空地建设成了约 1万平方米的右江
路3号公园，大型滑梯等儿童游乐设

施体现着儿童友好理念，景观塑造
融入了海绵城市理念。

在中原区建设路六厂前街西
北角，约 5000平方米的游园以“棉
纺故事”为设计主题，通过红砖记
忆、棉纺故事景墙，勾勒出 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城市记忆，游园还设
置有便民服务亭、直饮水、自助售
卖亭等。

根据 2022年省住建厅《关于推
动“口袋公园”建设的通知》，“口袋
公园”面积在 400至 1万平方米，具
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
地，类型包括小游园、小微绿地。
近年来，郑州市通过规划建绿、拆
违建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留白
增绿等办法，截至 2022年底，已建
成游园 1380个，其中“口袋公园”
740个。

六厂前街游园

绿地、健身器材、便民服务亭……

全市已建成
“口袋公园”740个

“郑州医惠保”两个月赔付1498万元
人均报销理赔1.32万元，参保家庭最高减负近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