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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

跨境合作的“桥头堡”
春意盎然，春花盛放。走

进位于经开区经北一路 138号
的中美国际创业港，一股蓬勃
向上的创新活力扑面而来。总
投资 25 亿元，总占地约 138 亩
的中美国际创业港不仅是郑州
市创新创业综合体之一，更是
国家级孵化器。

在中美国际创业港，现代
化的办公环境、国际化的服务
氛围让人耳目一新。这里不仅
是创业者的乐园，更是全球创
新资源的汇聚地。按照“集成、
创新、国际化”的发展理念，中
美国际创业港是一个集研发办
公、生产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综
合性创新创业社区，全链条、全
要素服务于企业创立成长发
展，为包括海归创客及草根创
客在内的各类创业者“成功创
业、创业成功”打造最佳的创新
创业生态环境。

“我们希望通过创业港，架
起一座连接中美创新资源的桥
梁。”中美国际创业港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借助创业港与美国
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的紧
密合作关系，我们引入了先进
的电商运营模式和数据分析技
术。同时，创业港积极组织的
各类展会和交流活动，让我们
成功拓展了国际市场，与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及客
户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

自成立以来，中美国际创

业港与全球多个创新高地建立
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定期举办
跨境路演、技术交流等活动，为
本土企业“走出去”和海外项目

“引进来”提供了重要平台。

赋能本土创新的“加速器”
中美国际创业港不仅是国

际合作的窗口，更是本土创业
者的“摇篮”，深耕创新创业服
务的投资孵化，致力于整合创
新创业项目发展以及创新创业
人才成长所需的要素资源，打
造品牌化创业生态环境和创新
生态系统。

步入园区内的郑州雅晨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
给众人演示鼾克中频治疗仪的
使用方法。雅晨生物创始人李
海峰常年留学国外，在海外学
习了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带着
团队研发的专利技术回国创
业。李海峰自主研发的“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治疗技术”属于国际前沿技术，
旨在为鼾症患者提供一种新型
的治疗方案。中美国际创业港
了解情况后，选择为其投资，帮
助李海峰创业。

中美国际创业港运营10年
来，累计孵化各类初创企业逾
500家，园区亩均产值过亿元，科
技型中小企业占比80%以上，产
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智能硬
件、生物科技、节能环保等高新
技术领域。此外，创业港还设立

了专项基金，为具有潜力的初创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打造国际化创新生态
中美国际创业港的成功，

离不开经开区优越的营商环境
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作为国家
级经开区，郑州经开区在政策支
持、基础设施、人才引进等方面
为创业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我们不仅为企业提供办
公空间，更注重构建一个完整
的创新生态。”中美国际创业港
运营团队表示。在这里，创业
者可以享受到从工商注册、法
律咨询到市场推广的全链条服
务。同时，中美国际创业港还
定期举办创业培训、导师辅导
等活动，帮助创业者提升综合
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创业港还
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与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
等多所高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
关系。通过共建实验室、联合研
发等方式，创业港将高校的科研
优势与企业的市场需求相结
合，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美国
际创业港正朝着更高水平的开
放创新迈进。未来，创业港计
划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范围，
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企业和项目入驻，打造一个
多元化的国际创新社区。
记者 王梦琪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何保建 文/图）3 月
19日，荥阳市广武镇王沟村
庙会在一片锣鼓喧天中拉开
帷幕。在车庄村、樊河村、任
河村等邻村庙会的余温中，
王沟村以“党建引领·狮舞春
韵·豫韵传情”为核心，通过
原汁原味的非遗展演、经典
豫剧连台大戏和村民共聚的
民俗活动，为十里八乡的群
众献上一场热闹淳朴的文化
盛会。

与往年不同，本次庙会
由村党支部书记王旌障擂响
开场大鼓，形成“干部带头、
全民共舞”的生动场景。王
旌障表示：“大鼓是农耕文化
的象征，我们通过党员干部

‘亮身份、展技艺’，拉近干群
距离，也让传统文化回归生
活，彰显基层党建与民俗文

化的深度融合。”
作为本次庙会的重头戏，

来自荥阳市王村镇的蒋头非
遗狮舞团队惊艳亮相。两头
狮子腾挪跳跃，完成“狮子望
月”“倒挂金钩”等经典动作，
引得观众连连叫好。现场孩
童骑在家长肩头争摸狮头，老
人则念叨着“摸摸狮子头，万

事不用愁”的老话，传统民俗
在互动中生生不息。

同时，此次王沟庙会还
邀请了荥阳市弘艺豫剧团从
3月18日至20日连演7场大
戏。这场持续 3 天的盛会，
不仅是一场民俗狂欢，更是
一次关于传统文化如何“活”
起来“火”起来的生动实践。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朱翔宇 通讯员 宋继禹）
3 月 19日，二七区人民政
府与郑州科技学院正式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
双方在人才培养、产业升
级、科研转化等领域的深
度合作正式开启。这一合
作旨在共同构建“校地共
生、发展共赢”的新格局，
推动二七区的产业发展与
人才培养实现无缝对接。

近年来，二七区在“双
轮驱动”战略的引领下，正
加快构建医疗健康、智能
制造等现代化产业集群，
致力于实现区域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郑州科技学院
在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
应用型学科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能够为二七区的产
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智力支持。

根据协议，双方将重
点推进“订单式培养”模
式。通过将企业技术难题
转化为教学案例、将生产
线转化为实践课堂，推动
企业和学校的深度融合。
双方将联合举办专场招聘
会，为企业和毕业生搭建

“双选”平台，实现“入学即
入行、毕业即就业”的精准

对接。同时，双方还将共
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为
企业职工和社会再就业群
体提供技能提升培训，助
力区域经济发展。

在产业协同方面，双
方 将 建 立“ 联 合 招 商 专
班”，着力吸引智能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的
优质企业入驻二七区；通
过建设“众创空间—孵化
器—加速器—产业园”的
完整孵化链条，打造科技
成果转化联合体，推动“研
发在高校、转化在二七”的
产业生态形成。

此外，协议还特别提
出了“人才共育”计划，积
极推动职称评审机制改
革，共同培养高质量的专
业人才，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和社会建设。

“此次战略合作是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
要实践，不仅为地方产业
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
也为应用型高校改革提供
了新样本。”二七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随着各项举措
的落地，一个集人才培养、
技术创新、产业孵化于一
体的产教融合生态圈正在
二七区加速形成。

本报讯（记者 唐善
普 通讯员 黄慧子）3 月
19日，在中原区三官庙街
道河南纺机社区，43名居
民代表每人一枝“决策小
红花”，在 10 项民生候选
项目中慎重抉择，共同绘
制 2025 年社区改造新蓝
图。这是社区 2025 年创
新推行“小红花票决制”，
让社区的治理规划由居民
决定，提升居民参与意识、
激发小区自治活力的一个
活动场景。

活动现场，社区党委
书记张芳与物业经理认真
倾听居民诉求，将路面塌
陷维修、电动车棚改造等
居民反映的几十个民生问
题转化为清晰的治理清
单，实现从“政府拍板”到

“群众点单”的重要转变。
此次参与票决的 10

项民生计划，聚焦居民生
活痛点。针对前期排查出
的 12 处路面塌陷隐患和
黄土裸露区域，明确维修
与绿化的时间节点；计划
全年开展 16 场社区文化

活动，较 2024年频次提升
15%；在早高峰拥堵的煤
机路工农路口设置动态疏
导岗，惠及 1200 户居民。
保利物业还创新推出“扫
码查预算—差额投红花—
落选提建议”三步参与机
制，同步收集到老年读书
室建设等 25条延伸建议，
形成“立即办+持续改”的
双清单治理体系。

经过去年一年的实
践，这种参与式治理已初
见 成 效 ，并 得 到 居 民 称
赞。2024 年，通过 6 次项
目经理接待日活动，超过
九成的居民诉求得到了圆
满解决，智慧服务场景增
加至 10个，文化活动吸引
2300余人次参与。

2025 年，社区推出了
“红黄绿”进度公示板，并
实施“小红花票决制”，对
得票前 5名的项目实施优
先办理，并通过“社区回音
壁”实时更新进展。今年3
月到 12月，居民可随时关
注改造动态，共同见证自
己家园的治理成效。

二七区牵手郑州科技学院
重点推进“订单式培养”模式
助推产教融合无缝对接

从“政府拍板”到“群众点单”
社区咋治理？居民说了算

“智”引未来“创”梦启航
解锁经开区这个产业园的“吸睛”密码

高楼拔地而起，施工器械作业正酣……3月18日，记者在位于经开区的中美国际创业港看到，7号楼项
目正如火如荼地建设。在中美国际创业港，一场关于“硬实力”与“软环境”的双向奔赴，正催生产业腾飞新
动能。如何以创新破局？听一个园区如何用“保姆式”服务托举产业梦想，解码高质量发展的“经开答案”。

非遗狮舞碰撞豫剧经典
3天7场大戏唱起来

非遗狮舞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