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朱翔宇 文/图）近日，郑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郑州市农业
农村工作委员会公布认定了今年郑
州市A级景区村庄名单，郑州市共有
10个村（社区）上榜3A级景区村庄。

此次郑州市评出的3A级景区村
庄有二七区马寨镇申河社区，登封
市唐庄镇王河村、徐庄镇何家门村，
巩义市新中镇杨树沟村、竹林镇长
寿山村，荥阳市汜水镇新沟村、高村
乡枣树沟村，新密市来集镇苏砦村，
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和管城区南曹
街道办事处张华楼村。

据了解，二七区马寨镇申河社区
土地面积 6900亩，整体属于丘陵地
貌，全境为西南水源涵养林，居民住
宅有徽派建筑、明清老式建筑、窑洞
和新式民居等多种建筑风貌。社区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有仰韶时期遗
址、旧石器遗址、裴李岗遗址等。众
多的历史典故和古迹让申河社区具
有浓厚的历史底蕴，也为发展历史古
村慢生活养生旅游奠定了精神和物
质基础。该社区曾被评为河南省乡村
旅游特色村、郑州市美丽乡村精品村。

二七区樱桃沟管委会袁河社区
被评为 2A级景区村庄，位于樱桃沟
景区西北方。该社区土地总面积
4180亩，其中林地面积3200余亩，以
种植柿子树为主，辅以核桃、石榴、
枣树、梨树等，还种植有女贞、红叶
梨、三角枫、桂花树等观赏与涵养水
源树种，并在林下修建了长度约8公
里的森林廊道。社区紧邻郑州树木

园，自然环境良好、果品众多、风景
宜人，是郑州市近郊少有的天然大
氧吧，先后荣获河南省乡村旅游特
色村、河南省生态村、郑州市生态文
明村、郑州市林业生态村和区级文
明村等荣誉称号。

另外，还有新郑市观音寺镇唐
户村、中牟县大孟街道万胜村等被
评为2A级景区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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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方宝岭 汪梦
琪）双创热潮奔涌，巅峰对决在即，
12月 15日～16日，2023“郑创汇”国
际创新创业大赛年度总决赛将在郑
州高新区举行。活动由河南省科学
技术厅、郑州市人民政府指导，郑州
市科学技术局、郑州高新区管委会
联合主办。

“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是

郑州市着力打造的创新创业国际性
赛事，自 2015年开始举办以来，已
举办 9年，为广大创客提供了展示
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融资发展的
舞台，累计活动超百场，参赛项目过
万个，孵化了UU跑腿、泛锐熠辉等
多个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带动 200
多万人就业，服务 4000多万商户，
形成了涵盖创业辅导、资本对接等
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已成为有广

度、有深度、有温度的国际性创新创
业赛事品牌。

大赛年度总决赛2015年以来已
经是第七次、连续五届在郑州高新
区举办。通过大赛这一平台，郑州
高新区集聚了大批人才、技术、资本
等创新创业要素，促进了大量科技
成果与资本的成功对接。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以打造双
创平台、建设双创载体、培育双创主

体、强化双创政策等为抓手，着力培
育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高新区拥
有国家级孵化载体 30家，省级孵化
器和众创空间 36家，星创天地 14
家，在建和谋划小微产业园11个，构
建起“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
业园”的全链条创新孵化培育模式，
从载体、平台、政策、金融各方面营
造了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
展环境。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
织密全方位、
立体式“监督网”
助推清廉村居建设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李晓霞 通讯员 马艳平）
今年以来，巩义市杜甫路街道
纪工委多举措全方位打造廉情
观察新“探头”，助推辖区清廉
村居建设，进一步加强对村级
“小微权力”的监督，不断增强
基层群众对正风反腐的参与
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强化业务培训，提升履职
能力和监督质效，充分发挥村
（社区）廉情观察员的监督“前
哨”作用。该街道纪工委就村
级财务监督、小微工程项目管
理、村务公开、党务公开及廉情
观察员如何有效开展监督等内
容开展专题培训，切实解决廉
情观察员“监督什么”和“怎样
监督”的问题。

“一员多角”，织密基层村
居“廉洁网”。村级廉情观察员
是该街道纪工委开展群众监督
的一种新形式。他们活跃在田
间地头、街头巷尾、网格楼院，
将平时观察发现的问题收集起
来，定期或不定期向街道纪工
委反映。街道纪工委收到信息
后，及时与街道党工委、相关部
门协调对接解决。

探索建立考评制度，督促廉
情观察员履行职责。该街道建
立廉情观察员考核激励制度，对
廉情观察员开展常态化考核评
价，称职的奖励，不称职的任期
届满时将不再续聘，切实调动廉
情观察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今年以来，杜甫路街道 33
名廉情观察员深入基层，以闲
话家常、走访入户、民情恳谈等
方式共收集解决近 60件群众
难题，让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和揪心事掌握在第一时间、反
馈在第一时间、解决在第一时
间，充分发挥了监督“探头”作
用，打通了基层监督的“最后一
公里”。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丁雷）“四上”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排头
兵，是反映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载
体。近日，记者从郑东新区统计局
获悉，郑东新区深入推进“万人助
万企”活动，做好“四上”企业入库
工作，今年新增入库“四上”企业
236家，较2022年增加31家。

摸清底数，抓好跟踪监测。郑
东新区按照营业收入、企业规模等
指标对符合“四上”标准的企业进

行筛选，及时发现达标企业；认真
梳理企业入库过程中存在的重点
和难点问题，加强沟通协调，第一
时间争取入库。

主动服务，抓好培训指导。郑东
新区编印《郑东新区“四上”企业及投
资项目入库指导手册》，安排专业人
员开展实地走访，讲解入库流程；对
“准入库”企业进行核查，了解企业投
资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针对申报
资料进行指导，明确申报时间及流程，
协同做好达标企业入库申报工作。

严格审核，抓好数据质量。严
格按照审核流程和标准要求加强申
报资料审核，对申报单位的证照、财
务资料和纳税申报表等严格把关，
提高入库申报通过率，确保发现一
家、规范一家，申报一家、入库一家。

积极引导，抓好动员宣传。加
大统计法律法规和政府扶持奖励
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统计义
务知晓率，解决企业入库申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引导符合入库条件
的企业及时申报。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郑东新区新增“四上”企业236家

“郑创汇”双创大赛今年花落谁家？
巅峰对决12月15日～16日在郑州高新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