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月 28日，河南省十四届
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围绕 2024年发展
目标，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聚焦高
端屏、智能端、专用芯、传感器和新算
力，推动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建设提
挡加速。

近年来，郑州市高度重视智能传感
器产业，统筹推进“芯、屏、网、端、器、
用”联动发展，加快打造中国（郑州）智
能传感谷，推动智能传感器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现如今，传 感 谷 集 聚 了 汉 威 科
技、光力科技、新天科技、天迈科技

等一批上市公司，培育了日立信、辉
煌科技等一大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
创 新 型 企 业 ，打 造 了 涵 盖 气 体 、气
象、农业、电力电网、环境监测、轨道
交通等多门类传感器产业链，形成
了以高新区为核心的“一核多点”产
业空间布局。

目前，传感谷正在布局建设首条 8
英寸 MEMS 中试线，计划 2 年内建成
MEMS中试线，这将打通实验室和产业
化之间的通道，攻克河南传感领域“卡
脖子”的关键性技术，形成从基础研究
到产业化全链条闭环，而郑州，也有望

成为中部地区最先具有MEMS芯片量
产能力的城市。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副总经理
刘永红表示，从园区角度来看，2024年
传感谷的建设提挡加速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物业建成面积的加速，
2024年首期双创基地将全面建成投入
运营，同时，随着MEMS中试基地投入
建设，为之配套的产学研基地也将投入
建设；二是招商的加速提挡，传感谷作
为传感产业的承载基地，配套设施逐步
完善，如果政策层面再出具更有吸引力
的支持，2024年随着经济复苏行情转

好，对行业头部企业和生态配套企业的
招引都会投入更大力度，尽快推动传感
谷传感产业的完善；三是从政策支持、
金融配套、高端人才引进和配套人才培
养、鼓励先进技术研发等方面，都需要
同步进行提挡加速。

据悉，启动区作为中国（郑州）智
能传感谷的首个落地项目，项目整体
规划总占地面积 337 亩，建筑面积约
百万平方米。目前，启动区一期物业
80%左右已经交付，剩余部分 2024 年
年中交付。
记者 孙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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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有望成为中部地区最先具有MEMS芯片量产能力的城市

写春联 送祝福
这场活动年味儿满满

本报讯 1 月 30 日上午，在新
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高新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枫杨办事处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共同举办“非遗
文化传承——写春联 送祝福”活
动，现场为辖区居民写对联、剪窗
花，让非遗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活
力，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份独特的
文化大餐。

在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来自辖区的书法爱好者早早
来到了现场，一场书法“盛宴”由
此拉开了帷幕。老师们铺开大红
纸，经过泼墨、压纸、蘸墨、起笔、
收笔，起落间一件件作品就跃然
纸 上 ，苍 劲 有 力 、潇 洒 自 如 的

“福”字和春联作品就呈现在大家
眼前。

窗花是春节里最鲜亮的色彩，
过年剪窗花、贴窗花，是中国人的
传统习俗。中心特邀请非遗传承
人给辖区居民传授剪纸技艺。普
通的剪刀和红纸在老师的手里不
断变幻出各种图案。

2个多小时的时间送出春联80
余副、送“福”字100多个、窗花30余
对。通过活动，带领更多人共同体
验非遗文化，在非遗文化的无声浸
润中收获年味、收获幸福、收获回
忆，在传统佳节的喜庆氛围中感受
非遗的文化魅力。
记者 孙庆辉

本报讯 1月 23 日，为期 4 个多月
的河南省万名中小学校长培训圆满
结束，郑州高新区 7 名学员在这场
全脱产沉浸式学习中汲取养分，浸
润成长。

自去年 9 月 11 日，郑州高新区遴
选出 7名中小学校长参加河南省万名
中小学校长培训。培训期间，参训学
员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
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
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

和抱负。7名参训学员认真学习，积极
分享。魏艳霞、高佳营在“至善校长讲
坛”火热开讲，吸引了众多地市校长前
来学习；王静、张鹏、韩颖、师振强立足
岗位，讲述高新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可
喜成绩；杨珊生动讲述创新实验学校
组织变革的实施方法与路径探索。高
新学员的分享引得众多学员们关注，
这是一片怎样的教育天地。魏艳霞和
杨珊，乘着这股热情诚邀各位学员入
校实践学习。

高新区阅城实验小学丰富有特色
的阅彩课程，拥有富有层次性，激励性
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郑州市创新实
验学校分享式课程、扁平化管理制
度、学生站在中央的教育理念，深深
吸引了来访者。通过会前的问题搜
集 ，“ 学 校 教 师 的 积 极 性 如 何 被 激
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如何实
现？”成为高频问题，郑州市创新实验
学校校长汪秀做了《让老师把学校当
作“我们”的学校》专题讲座，为各位

学员答疑解惑，学员们纷纷表示，收
益良多，找到了推动学校发展的杠
杆，要将先进的理念和做法带到自己
的学校中去。

135 天的集中培训，20 本经典书
目，40 场专家讲座，2 周连续实践探
索。知识、思想、观念、大量的输入，让
一直身处一线的学员听到了自己拔节
生长的声音。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贾贵奇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7名中小学校长重新当“学生”

本报讯 1 月 25 日，郑州高新
区首个法官工作站——“驻枫杨办
事 处 法 官 工 作 站 ”正 式 挂 牌 成
立。法官工作站挂牌成立使原来
仅有公安、司法、社区参与的“三
方联调”，升级为公安、司法、法
院、社区联合打造的“四方联调”
中 心 ，将 打 造 一 套 符 合 郑 州 实
际、具有枫杨特色的人民调解工
作模式。

为何要设立“法官工作站”？
在办事处设立“法官工作站”，

目的就是更好践行司法便民、利
民、为民的服务宗旨，坚持和发展
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审判向
诉前、向基层延伸，最大限度简化
工作程序，减轻群众诉累，在与群
众“零距离”接触中打通基层治理
的神经末梢。

“法官工作站”会给基层治理带
来何种助力？

当邻里间发生摩擦，如何在萌
芽阶段及时调解？老百姓民事权益
受到损害，如何第一时间获得合理
赔偿？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如何快
捷地获取法律援助……

驻枫杨办事处法官工作站法官
介绍，这些在基层看似再寻常不过
的小事，却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老
百姓急难愁盼的“大烦恼”，更是新
时代做好司法服务工作、促进基层
治理的着力点。

“法官工作站”的挂牌成立，枫

杨办事处整合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
各方力量，使原来仅有公安、司法、
社区参与的“三方联调”，升级为公
安、司法、法院、社区联合打造的“四
方联调”中心，由法官、社区民警、村
（居）法律顾问参与联调中心的矛盾
调解、法律指导、司法确认等工作，
通过多部门协同、法理情融合的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助力矛盾及时
破冰。

“法官工作站”如何运转？
“法官工作站”的工作机制简

单来说就是通过“法官工作站”将
定 纷 止 争 的 工 作 职 能 推 进 至 诉
前，通过部门联合形成基层矛盾
纠纷多元预防化解合力，将化解

矛盾纠纷的“主阵地”从法院的审
判庭延伸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大
量矛盾纠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以
实现化解矛盾、推动发展、促进和
谐，真正将打通司法为民“最后一公
里”落到实处。

据枫杨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办事处将不断丰富发展新时
代“ 枫 桥 经 验 ”，持 续 研 究 新 情
况、把握新规律，深化“一格一警
一法官”全覆盖工作，结合“六防
六促”专项行动，实现诉源治理

“村村通”，确保矛盾纠纷当事人
“事心双解”，将大量纠纷化于未
发，止于诉前。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枫杨实践”

高新区第一个法官工作站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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