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刘地）春
节以来，人们的消费热
情高涨，餐饮行业迎来
消费旺季。记者在走访
高新区梧桐办事处金梭
社区周边多家餐饮门店
时发现，“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文明用
餐、节俭惜福”等宣传海
报、提示标语张贴在显
眼位置，公勺公筷成为
餐桌标配。

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今年以来，
金梭社区积极探索爱粮
节粮宣传模式，组织党
员志愿服务队深入小

区、周边餐饮门店等人
员密集场所，开展以“反
对浪费、崇尚节约”为主
题系列宣传活动，推动
全社会坚决制止“舌尖
上的浪费”，让节约每一
粒粮食成为每个公民的
行动自觉。

活动现场，党员志
愿者张贴横幅、发放爱
粮节粮宣传手册和“爱
粮节粮”倡议书，号召
辖区居民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养
成科学、健康、文明的
饮 食 习 惯 ，牢 固 树 立

“节约为荣、浪费可耻”
思想，自觉传承勤俭节
约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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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重点工作

推动主导产业集群发展。
实施产业链培育壮大行动，完
善“一链一图谱N清单”，促进
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发展。突出
打造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以郑
州中车为重点，推动轨道交通
装备由生产制造向维修保养延
伸；以三华科技、郑矿机器等为
重点，推动高端成套装备、节能
环保装备进一步壮大。聚焦打
造超硬材料规模化合成基地，
加强区域联动发展，在材料、制
品领域补齐产业链短板。持续
提升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能级，
以瑞龙制药、庚贤堂、康德泰等
企业为重点，大力发展中成药、
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医疗器
械产业。

推动新兴产业破冰抢滩。
以华晶金刚石为重点，拓展金
刚石光电声热等功能性应用，
重点开展第四代半导体金刚石
材料技术攻关和应用；以圣莱
特为重点，推动先进微珠材料
拓展5G、新能源等下游应用领
域；以新世纪材料基因组研究

院、兰石中科研究院等为重点，
推动高端合金材料、高性能纤
维及复合材料、纳米材料等前
沿新材料实现产业规模化；以郑
煤机综机、中联收获等企业为重
点，研发井下特种机器人、智能
农机、新能源农机等高端装备。
建成运营数字经济产业园，引进
培育元宇宙、区块链、云计算等
前沿产业，新增规上软件信息
服务企业 2家，力争战略性新
兴产业占比达38%以上。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支持宇明阀门、神龙动漫等企业
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高
位嫁接，持续推动泵阀、建筑机
械、农业机械、游乐设备等传统
产业升级改造。实施存量企业
增资扩产项目10个以上、技改项
目60个以上、智能化和绿色化改
造项目90个以上，力争技改投资
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40%以上。
新增上云上平台企业350家，完
成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诊断100家，培育数字化转型类
试点示范企业5家以上。

推动现代服务业提档升
级。开工建设智慧健康中心、
时尚产业园等项目，创成省级
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2个。
聚焦“两中心一基地”建设，加快
郑州中医院、深业健康城等续建
项目建设，力争同仁堂新中医药
健康主题价值生态园项目投入
运营。加快推进中部农文旅、
新材料产业园创新创业综合体
等项目建设，力争国际冷链物
流产业园等项目落地开工。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围绕
“龙头”“链主”建设专业化产业
园，加快推进郑州高端铸造产
业园建设，谋划空心微珠新材
料产业园。支持有条件的乡镇
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加快轨道
交通产业园（二期）、白鸽新材
料及精密制造产业园、郑州嵩
基产业园等6家小微企业园建
设，引导小微企业入园进区、集
群发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史治国 姚辉常
通讯员 付志华

2023年成绩单

2023年全年生产总值完成561.2亿元，增长5.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5.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7%。
荣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56位、投资潜力百强县（市）26位、科技创
新百强县（市）64位、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68位、制造业百强县
（市）99位和中部县域经济百强县3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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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荥阳画出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2 月 27 日，记者从荥

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了解到，
2023 年以来，荥阳市经济
运行总体保持稳中向好、
稳中提质、稳中蓄势的态
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荥
阳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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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王赛华）
根据国家疾控局有关要
求，即日起，经开区开
始针对有关人群开展
第二剂次脊灰灭活疫
苗（IPV）补种工作，以
加强针对Ⅱ型脊灰病
毒的免疫保护效果。

脊髓灰质炎（简称
脊灰）是由脊灰病毒引
起的以肢体不对称麻
痹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急性肠道传染病，在未
使用疫苗前，该病广泛
流 行 ，所 致 麻 痹 不 可
逆 ，严 重 危 害 儿 童 健
康，是造成儿童肢体残
疾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
麻痹症”。

按照河南省第二剂

次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补种工作实施方案要
求：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9年9月30日出生仅
接种过 1剂次 IPV(包括
含 IPV 成 分 的 联 合 疫
苗 ，下 同)或 未 接 种 过
IPV疫苗的儿童，是本次
补种工作的目标人群。

所有补种对象应完
成 2剂次脊灰灭活疫苗
接种。如果之前没有接
种过脊灰灭活疫苗，本
次需要补种 2剂次，这 2
剂次之间间隔应不少于
28天；如果之前只接种
过 1 剂 次 脊 灰 灭活疫
苗，本次仅需补种 1 剂
次。如果之前接种≥2
剂次自费五联联合疫苗
的儿童，本次则不需要
补种。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张国庆 通讯员 于
玲玲 文/图）“我觉得我们小
区的王妍佩就是最美微网格
长，她特别认真负责、热情周
到，有什么问题，找她准没
错！”居住在美景麟起城 1 号
院的李女士说。昨日上午，惠
济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龙源
街社区开展 2023 年度“最美
微网格长”“最美物业人”“优
秀共建单位”“学习强国小达
人”推选表彰活动。

为注重典型示范引领，广
泛发掘身边的典型和榜样，今
年 1月 1日以来，该社区组织
开展 2023 年度“最美微网格
长”推选活动，所有网格居民
积极响应，认真推选。经过前
期的宣传和居民推荐，社区最
终推选出 9名微网格长、1名

最美物业人、4个优秀共建单
位、3名学习强国小达人，并进
行了表彰。

在过去的一年，9名微网
格员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在消
防安全巡查、防汛、除冰铲雪、
走访群众中留下了身影。在
开展丰富多彩、多元、创新活
动中，共建单位的支援与配合

也是功不可没：十一国庆节，
面馆老板请辖区清洁工、环卫
工吃“长寿面”；图书馆每周组
织故事会活动，给辖区儿童提
供免费的阅读小天地，丰富了
辖区儿童的精神生活。他们
以实际行动践行自身职责，为
社区居民服务、促进邻里和
谐，共建美好社区。

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铁晓岚 王跃
斌）记者昨日从郑东新
区了解到，为提高停车
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有
效缓解城市“停车难”问
题，去年以来，郑东新区
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
享、共建共享理念，多措
并举推进全区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停车资源
向社会开放。

为高效推进党政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停车资
源共享工作，郑东新区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通过

前期调研、实地考察、分
析研究，深入挖掘全区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内部闲置车位，有效整
合优质资源，并聚焦共
享开放难点和堵点，共
谋破题思路，高效推动
共享停车工作落地。郑
东新区目前已在人员较
聚集的写字楼和居民安
置区周边开放金融智
谷、东龙大厦、基运大
厦、体育公园、育翔小区
5 个 共 享 停 车 场 共 计
5005 个共享停车位，为
周边民众停车提供极大
便利。

推选“最美微网格长”
用爱织就居民幸福网

经开区脊灰灭活疫苗
免费补种工作开始

爱粮节粮“新食尚”
宣讲学习有担当

郑东新区：
节约资源 缓解停车难
5000余个“共享车位”便民利民

网格先进合影网格先进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