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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能量 “赵超构新闻奖”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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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红）2月 25日，
郑州00后小伙伍苑睿捐献造血干细
胞，为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
送去“生命种子”，成为郑州市第508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一年 前 ，还 在 学 校 的 伍 苑 睿
献 血 时 加 入 了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志愿者队伍。入库仅半年多，他

就接到了郑州市红十字会电话，
得 知 初 步 配 型 成 功 。 他 马 上 同
意捐献：“这么快能有机会救人，很
惊喜。”

“ 能 早 一 天 救 人 就 早 一 天 救
人。”2月25日，顺利完成捐献的伍苑
睿说，希望患者能尽快恢复健康，开
启新的人生旅途。

本报讯（记者 张昕）市委办公
室“AI对话”和“AI智慧办公平台”日
前全面上线运行，实现DeepSeek 大
模型本地化部署，积极探索“AI 赋
能·数智党办”新模式，持续提升党
办系统工作效能，更好服务市委中
心工作落地落实。

近年来，为深入落实市委“以AI
技术全面植入、全面赋能政务服务”
工作要求，全面深化“三标”引领，大
力开展“双创五化”活动，持续推进

“AI+政务服务”工作，不断提升党办
工 作 数 字 化 、智 能 化 水 平 。

DeepSeek 大模型推出后，市委办迅
速开发建设基于 DeepSeek 框架的

“AI对话”和“AI智慧办公平台”，聚
焦办文、办事、办会核心场景，打造
了智能文件库、智阅智问、智能体中
心、智能撰写四大模块，着力通过人
工智能专业高效的辅助，提高党办
工作质效。

市委办将持续优化模块功能，
结合办文、办事、办会具体需求，个
性化开发“AI秘书应用平台”，积极
开展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党办人员
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工作的水平。

时令野菜待采摘，开春尝鲜正当时
2月25日上午，记者走访了郑州市的

树木园和马寨镇张家湾，看一看开春时令
野菜的生长状况。在树木园内，蒲公英和
山泽蒜刚刚破土而出，嫩绿的芽尖在阳光
下闪烁着生命的光芒，仿佛在迎接春天的
到来。工作人员介绍：“现在野菜刚长出
来，再过几天就可以来挖野菜了。往年这
个时候，就有人带着小铁锹和铲子前来采
集。”而在马寨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生态园
内，白蒿已经发芽，静静地生长在土壤的
角落里，等待着人们的发现。当地村民热
情地说，白蒿不仅蒸着吃口感极佳，还具
有祛风避湿的药用价值，因此备受喜爱。

郑州挖野菜线路图
东线
区域：中牟县刘集镇/万滩镇/雁鸣湖

镇/白沙镇
主要野菜：荠菜、蒲公英、面条菜
西线
区域：二七区马寨镇张家湾村/水磨

村/樱桃沟
主要野菜：白蒿、苦菜、蒲公英
南线
区域：郑州树木园
主要野菜：蒲公英、山泽蒜
北线
区域：黄河大堤
主要野菜：苜蓿、荠菜、马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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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造血干细胞捐献
连续21年领跑全国
入库志愿者6.1万人
累计成功捐献507例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
从全省红十字工作会议上获悉，郑
州造血干细胞捐献连续 21 年领跑
全国。截至目前，我市入库志愿者
6.1 万人，累计成功捐献 507 例，入
库人数和捐献人数均占全省 35%
左右，捐献人数连续 21年位居全国
省会城市之首。无偿献血工作稳
步推进。全市共建设无偿献血屋
15个,流动献血车 17辆。固定献血
点 32 个，高新区献血屋荣获“全国
最美献血屋”称号。近年来，全市

参与无偿献血人数超过 131 万人
次，采集全血达到 378.55 吨，有力
保障了我市医疗临床用血供应，助
力我市连续 13次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先进市”。

近年来，我市人道救援能力得
到新提升。近5年来，累计募集救灾
款物超过15亿元。应急救护能力取
得新突破。近5年来，共投入应急救
护培训资金554余万元，培训救护员
2.6万余人，开展急救普及讲座 1843
场，受益群众超过45万人。

■相关新闻

市委办公室实现DeepSeek大模型本地化部署

探索“AI赋能·数智党办”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王红）近日，全省
首个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随访规范
化管理示范中心落户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这是全国首批落地的示
范中心之一。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
河南省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管理
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未来将为患
者提供更加科学、规范的全流程随
访管理服务。

作为我国首批造血干细胞移植
医院之一，郑大一附院造血干细胞
移植中心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新技

术与新疗法的运用，血液移植技术
不断突破，2023年造血干细胞移植
数量已超 500例，位居全国第五，是
中西南地区最大的移植中心。造血
干细胞移植术后随访规范化管理示
范中心成立后，将依托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前沿科技，为每一位移植患
者量身定制精细化的随访方案，推
动规范化管理覆盖移植患者术后的
全流程关键诊疗节点，通过全方位、
立体式的健康管理服务，护航患者
平稳康复。

又增1例
00后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河南首家造血干细胞
移植术后随访规范化管理示范中心落户郑大一附院

又到了开春尝鲜季
挖野菜攻略请收藏

春季万
物复苏，正是吃野菜

的好时节。在郑州各大超
市、农贸市场里，香椿、蒲公英、

荠荠菜、面条菜、马兰头……这些耳
熟能详的野菜争相亮相，深受市民喜
爱。随着春回大地，已有不少市民满
怀期待地迎接野菜采摘季。为此，
本报特别整理了一份挖野菜攻

略，助您探寻那些隐匿在郊野
的美味，体验亲手采摘

的乐趣。

野菜的食用与功效
不同种类的野菜不仅味道各

异，而且各自拥有独特的营养价值
和药用功效。以下是几种常见野
菜的食用方法及功效：

荠菜：清热解毒、止血降压，适
合炒食或做馅。

苦菜：清热解毒、消肿散结，适
合凉拌或炒食。

蕨菜：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
促进肠道蠕动，适合炒食或腌制。

香椿：健脾开胃、清热解毒，适
合炒鸡蛋或腌制。

马齿苋：清热解毒、凉血止血，
适合炒食或做汤。

榆钱：可蒸食、做馅或炒食，有
健脾安神、清心降火的功效。

蒲公英：可凉拌、做汤或泡茶，
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散结的作用。

白蒿：可蒸食、凉拌或泡茶，具
有利胆退黄、清热利湿的功效。

挖野菜注意事项
在挖野菜时，要确保准确识别

可食用的野菜，比如毒芹和水芹。
避免误采有毒植物，同时选择远离
污染的清洁环境进行采摘，注意适
量采摘以保护生态平衡。采摘后
应彻底清洗野菜，进行焯水处理以
降低有害物质含量，并确保烹饪熟
透后再食用。初次尝试的野菜应
从少量开始，根据个人体质谨慎食
用，并注意野菜的储存方法。此
外，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注意个人
安全，防止蛇虫叮咬，避免前往危
险地带，在享受挖野菜乐趣的同时
确保自身安全和健康。“春天在河
南人的餐桌上。”在这个春暖花开
的春天，不妨寻一日闲暇，跟随这
份挖野菜攻略，踏上寻找春天自然
之美的旅途，在挖野菜的活动中感
受春色。
记者 谷长乐 黄栖悦 文/图
李钰冰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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