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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雅文） 3月6
日，在新郑市河南鑫丰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车间内，电焊工高志伟正在进行
作业前准备。和往常不一样的是，他
先用微信小程序扫描电焊机上的二
维码。“这是‘豫智焊’小程序，扫码后
需要完成设备使用授权和作业环境
图片的上传提交，电焊机才能进入正
常工作状态。”高志伟说。这台电焊
机独特的开机方式，是新郑市应急管
理局正在推行的电气焊设备“加芯赋
码”改造工作的一个片段。

为有效遏制违规电气焊作业事
故，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新郑市
应急管理局在全市推进电气焊行业

“加芯赋码”工作。“焊机数字化改造，
相当于给施工作业加了道‘保险’，能
有效规范行为，大大提高施工安全
性。”新郑市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加芯赋码”即运用互联网手

段，对电气焊设备加装物联网芯片，
赋专属二维码，持证电焊工通过手
机微信“豫智焊”小程序进行个人信
息注册认证，每次作业前须用手机
微信扫电焊机上的二维码验证，并
同步上传安全作业环境照片，系统
会根据认证结果指令电焊机开机，
真正实现了电气焊作业从“以人管
人”向“以码管机、以机管人、以智管
焊”的转变。

为持续开展好该项工作，新郑
市应急管理局对全市工贸行业、仓
储物流、住宿餐饮、建筑施工、文化
旅游、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大型商
业综合体、临街门店等领域、机构、
场所以及社会面零散流动电气焊设
备进行全面排查登记，建立数据库，
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

截至目前，该市 450台电焊机中
的 101台已完成“加芯赋码”数字化
改造。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樊守娜 徐少杰）“我想
查一下我的公交卡什么时候到期。”3月5
日，中牟县青年路便民服务中心的公交
窗口接待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和以
往不同，在了解老人的业务办理需求后，
窗口工作人员将老人搀扶至“绿色通道”
窗口，由窗口工作人员直接为其办理业
务，省去了排队的步骤。一杯茶水的工
夫，窗口工作人员告知老人业务办理结
束，公交卡可以正常使用了。

为全面加强和改进老年人服务管理
工作，便民大厅聚焦老年人需求，全面优

化细化老年人办户、办卡、办证流程，将
大厅窗口服务再“升级”，采用传统办证
服务和24小时自助服务模式相结合，为
老年人提供更周到更贴心的便民服务。

前来便民大厅办业务的老年人经
常会出现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填报事项、
进行身份认证等情况，“老年专窗”应运
而生。同时，为了保障残疾人、老年人、
孕妇、儿童等群体顺利办事，便民大厅
在大门台阶修建了无障碍坡道，并设有
便民轮椅、应急医药箱、便民饮水机、无
线网络、免费复印、失物招领等服务设
施和项目。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常雨婷 马鹏凯） 记者昨
日从郑东新区了解到，今年郑东新区将
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进一步升级
全员招商工作机制，瞄准全年签约不少
于 300个重点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不低
于1680亿元的目标，吹响“开局即决战、
起步即冲刺”的冲锋号。

在郑东新区召开的 2024年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工作会议上，郑东新区提
出，将切实把“招商引智”作为第一要
务、第一要事，以高质量“双招双引”带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围绕“引机
构、建平台、育产业、聚人才、优服务”的
工作目标，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
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持续以“3+2”产
业为主要方向，通过产业链招商、智慧
招商、平台招商、基金招商、场景招商等

九大招商举措，做大做强总部经济、金
融产业、高端商贸等优势产业，做优做
精数字经济、生命科学两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持续强化高能级科研机构建设，
全年签约不少于 300个重点项目，计划
投资总额不低于 1680 亿元，主动谋划
100亿元重点项目不少于2个。

招才引智方面，坚持以建设国家人
才中心为目标，大力实施“人才倍增”计
划，打造人才发展雁阵格局，构建拔尖
人才“顶天立地”，青年人才、产业人才

“铺天盖地”的良好生态。郑东新区今
年力争引进国家级人才（院士）数量累
计达到 25 人、新引进高水平博士 800
人、优秀青年人才 2500人，培养 1万名
数字人才，实现 1万名大学生高质量就
业，组织各类技能培训3万人次，高标准
建设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和开放高地。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王军方 杨丽萍 张国
庆/文 马健/图） 3月6日，郑州
首届黄河梅花文化节在惠济区
拉开帷幕，市民不但可以感受梅
花文化、赏梅品诗、听琴作画、休
闲娱乐，还可以品尝美食。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祥
地，也是梅花的重要发源地。
考古资料显示，黄河流域在古
代梅花曾经广泛分布，在 1979
年裴李岗遗址发掘中发现了碳
化的梅核，经鉴定，是距今约
7000年迄今发现的最早关于梅
花的实物。

3月 6日上午，伴随着一曲
《梅花赋》，由省美术家协会、省
摄影家协会、省花卉协会、省盆
景协会、省华侨书画院、市花卉
协会和黄河梅园等单位联合举
办的首届郑州黄河梅花文化节
在郑州黄河滩地公园拉开帷幕。

行走在黄河梅园游客通道
间，道路两侧挂着关于梅花的
诗句。赏梅、品诗、听琴、作画、
插花、穿汉服，还有非遗文创和
特色美食等活动，置身梅园让
人心旷神怡。在温室大棚里，

不但有盆景插花展览，还有漂
亮的梅花。一名游客走进汉服
展区，穿上传统汉服，在梅花映
衬下拍照打卡。

黄河梅园负责人张山介
绍，园区占地面积 438 亩，自
2010 年至今经历 10 多年的建
设和发展，如今，黄河梅园植栽
成型梅树 7000 余株，品种 300
多种，繁育种苗5万余株。由黄
河梅园创作的梅花盆景、梅花
景观曾在知名梅花展会上屡获
大奖。黄河梅园近年来发起成
立了河南省盆景协会梅花腊梅
分会、河南省抗寒梅花研究中
心等机构，建立了“南梅北移”

“花果二用”实践基地。
本届梅花节以“魅力黄河

豫见梅好”为主题，聚焦“黄河、
梅花”两大文化 IP，通过“文旅+
展会”“文旅+活动”的形式带动
沿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打造河南特色文旅节会
品 牌。受前期低温天气影响，
今年梅花开放时间较往年相对
延迟，盛花期将集中在 3 月 15
日～31日，本届梅花节举办时
间为3月6日～4月6日。

引资招商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刘伟平 朱翔宇） 3月 6日上午，二七经
开区召开“以商招商”推介会暨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现场签约重点项目26个，总签
约额超50亿元。

签约仪式现场，二七区政府和中电
科芯片集团、领航机器人、华中食品、中
视万利、典石科技等企业签约，一并签
约的还有郑投科技创新园、丰捷科技产
业园、灏宇数字包装产业园、深国际北
方区域总部港等小微产业园，入园项目
共21个，涉及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总部
经济等领域。

据介绍，二七区以打造“安居”“乐
业”两大工程为着力点，统筹高成长服
务业和低碳科技型工业“双轮驱动”，加
快推动现代服务业立区、科技型工业强
区。二七经开区荣获河南省开发区建
设金星奖，获评“河南省最具特色现代
食品产业开发区”；二七商圈入选全国
示范智慧商圈，成为全省首个国家级示
范智慧商圈；樱桃沟景区获评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乡）镇，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美
好二七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向实笃行”，产业布局日趋完善。

二七区聚焦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
培育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
产业，谋划产业发展“1+1+12”推进体系、

“三区三轴”空间布局，沿嵩山路打造科创
产业发展轴、沿大学路打造健康服务及
消费提质发展轴、沿京广路打造总部经
济和特色商业发展轴，累计运作产业项
目97个、总投资1352亿元，加快构建“北
研发—南转化”的重点项目产业带。

坚持“向外拓展”，招商引资全面发
力。二七区坚持“以情感人、以德招商、
服务至上”，创新招商工作机制，深化政
企交流合作，2023年度赴北上广、京津
冀等先进地区开展精准考察招商14次、
小分队外出招商40次，洽谈同位素研究
所科技产业园、升龙·华熙商务综合体、
智慧云计算等项目73个，新签约大有农
业微生物科技创新园等产业项目46个、
签约额 258亿元，为加快二七高质量发
展蓄足了后劲，提供了强大动力。

坚持“向内发力”，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二七区持续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
务质量、创造服务新标准，用心用情帮
助企业理思路、谋出路，形成了政企抱
团、合作共赢的生动局面。

二七区签约26个项目
总额超50亿元
涉及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总部经济等领域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郑东新区锚定目标
今年计划签约重点项目300余个 引进高水平博士800人

老年人办业务不会智能手机怎么办？

便民服务中心开启“老年专窗”

赏梅、品诗、听琴、吃美食……

首届郑州黄河梅花文化节
邀你打卡

想电焊，设备合格吗？环境安全不？要扫码上传确认
新郑市为电气焊设备“加芯赋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