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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老城区，祥和街居民区，马师傅的
修理铺照例有人排队。“以前路不平，灯不
明，在外面摆个修鞋摊儿，下雨一脚泥，刮风
满脸灰。”马师傅说，“现在环境越来越好，去
年还通了暖气，修鞋摊进了店。当初摆摊为
糊口，现在吃穿不愁，修理物件图个乐儿。”

文明城市创建以来，新郑市高质量改造提
升老旧小区、背街小巷148个，数字化城管基本
实现全域覆盖。为进一步提升环境质量，新郑
严格落实“路长制”“街长制”，全面实施城乡环
卫一体化，城市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垃圾

清运率、无害化焚烧处理率均达100%。
初夏时节，气温渐升。黄帝故里景区南

广场绿树成荫，休闲长椅上，有人拉着二胡，
悠扬乐声飘向远方。不远处，新郑体育场
内，人们踢球、跑步、快走。

出门见园，随处健身，早已是新郑人的
日常。新郑现有大型公园、街头健身游园
81个，域内 25所高校游泳馆、网球场、图书
馆等向市民开放。人们在衣食住行大幅改
善之后，更愿意追求音乐、美术、体育、舞蹈、
阅读等精神享受。

5月23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市的荥阳市、新郑市、登封市获
评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县级城市）；惠济区花园口镇、中牟县官渡镇等2个镇，巩义市孝义街
道石灰务村等10个村被命名为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即日起，本报开设“绿城文明新坐标”
专栏，聚焦这些新入选的文明城市和文明村镇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展现我市文明
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丰硕成果。

■麦子熟了之气象

郑州气象动态监测
为麦收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张华）今年全市小
麦种植面积 229.97万亩，截至 5月 26
日累计收获 63.396 万亩，收获进度
27.57%。昨日，郑州市气象局发布“6
月 1日有雨 趁近期有利天气抢收抢
晒”的重要提醒，为小麦丰收保驾护
航，为夏种提供最新气象参考。

目前，全市小麦丰收在望，市气象
局全力做好农事关键阶段、重点区域
的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开
展“三夏”专题气象服务，制作发布郑
州市“三夏”期间气候趋势预测。

严密监视天气变化，重点关注短
期降水、高温、大风等精细化预报，加
强中期降水过程的起止时间、落区和
降水量预报。强化极端天气，特别是
极端暴雨、大风冰雹等的研判分析，
递进式开展预报预警。

围绕麦收、晾晒、夏种、夏管等重
要生产环节，滚动监测雨情、墒情，开
展精细化、针对性气象服务。动态监
测小麦发育进程和未来天气形势，开
展夏收夏种适宜期预报。基于智能
网格预报产品，滚动制作“三夏”期间
机收、机播、灌溉、储藏等精细化农用
天气预报。

深化与农业、交通、粮食物资等
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强部门会商研
判，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小麦干热
风灾害风险预警 2期，开展基于位置
的农机作业调度气象保障。

30元加油券、15元商城券、
10元商超美食券……
郑开同城优惠券连发4天
每日10点开抢

本报讯（记者 魏滢 刘盼盼）昨
日，记者从郑州市人社局获悉，“第四
届郑开同城生活节”将在郑州、开封
两地同步开展。届时，两地社保卡
（含省直）持卡用户，在郑州、开封超
4000家商超、餐饮店、景区、加油站、
充电站以及市民卡商城，均有机会享
受不同程度优惠。

活动时间为 5月 28日至 31日每
天10点开始，郑州社保卡（市民卡）用
户可通过郑州市民卡服务平台【优惠
券】专区领取不同种类优惠券，每个
券种限领1张。开封社保卡持卡用户
可通过云闪付领取对应优惠券。

优惠券面值分30元加油券、15元
商城券、10元商超美食券三类。30元
券在加油满 200元时使用，15元券在
市民卡商城购物满50元时使用，10元
券在线下商超、餐饮门店消费满50元
时使用。优惠券发放成功后7天内有
效。除券类优惠外，郑开两地用户还
可享受“1 元购 20 元汽车充电额度”

“郑开/开封旅游年票购票立减 20元”
等优惠。

活动安排：
5月28日聚焦线上购物，用户可

领取“15元商城优惠券”。
5月29日主打商超餐饮优惠，发

放“10 元商超美食券”可在线下门店
使用。

5月30日开启文旅特惠，郑开/开
封旅游年票购票立减20元。

5月31日则面向车主群体，推出
“30元加油券”和“1元购20元汽车充
电额度”的出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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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光照亮百姓生活
——写在新郑被授予“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称号之际

新郑城区 新郑融媒体中心 供图

新郑，一座历史
悠久、名人辈出的城
市，拥有 8000 多年
裴李岗文化，5000多
年黄帝文化，2700多
年郑韩文化，孕育了
春秋名相子产、战国
思想家韩非、唐代大
诗人白居易、宋代建
筑学鼻祖李诫、明代
政治家高拱等名人先
贤，更是中华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的故里。

今年5月23日，
新郑被授予“全国县
级文明城市”称号，
又一次沐浴文明荣
光。对于 120 万新
郑人民来说，多年文
明创建带给平凡百
姓的不仅是物质环
境的改善，更是精神
修养的提升。

无论城与人，文化是灵魂。文明城市创
建，更需要彰显文化特质，让人们于城中溯
到源，寻到根，找到魂。新郑借助黄帝故里
景区提升等工作，力求以文化城，以城润心，
通过展示璀璨而厚重的文化元素，激发起文
化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城东，今名黄水的古溱水宽阔平静，守护
着矗立了2700年的郑韩故城高大城墙。轩辕
湖、郑风苑两处湿地公园南北相接，10公里亲
水步道环湖一周，将北区新城与老城连为一
体。水岸拱桥，荷花绿树，人们其间垂钓、漫
步、闲坐，仿佛《诗经·溱洧》场景重现。

城中，端庄古朴的黄帝故里建筑群，宽
厚的围墙，凝重的屋顶，说不尽五千年文
明。紧邻的新郑博物馆、接旨亭、南街古巷、
清代考院、高拱故居，以及国宝级文化遗存
郑国车马坑、郑韩故城遗址公园，构成新郑
文旅核心区。

城西，古洧水今称双洎河，自西向东穿过
故城西关，来到故城南门惠济门前。这里是曾
经的古渡口，如今已是环境优美的洧水公园。
为纪念黄帝时期仓颉受凤凰衔书启发，在洧水
南岸高台造字，北宋时期于此建寺起塔，名为
凤台寺塔。千年过去，风吹塔铃，声响依旧。

孝善廉洁，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基本内
涵，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应有之意。

新郑市新华路街道，蓝天救援队二楼
“荣誉室”，四周墙壁、几大箱子满是锦旗。自
从2017年正式成立以来，蓝天救援队已累计抢
险救援683次，成员从几十人发展到400人。

像蓝天救援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在新
郑还有仁安助学、家可美社工、龙之家公益
社等很多，登记在册志愿者多达 19.7万名，
先后涌现“中国好人”8人、各级优秀志愿服
务典型 11个、各级道德模范 82人。新郑市
向获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文明市民等荣誉
称号的先进典型发放激励金和“新郑好人
卡”，在乘车、就医、就学时予以照顾，让“好

人好报”。新郑更注重以文化活动涵养孝善
民风。新郑城乡已启用66个敬老食堂、133
个农村日间照料中心。

孝善清廉，近悦远来。目前的新郑，公
职人员外地人占比超过省内县市平均水平，
人口净流入全省县市最多，城市建成区面积
全省县市区第一。域内大中专院校25所，在
校师生近30万人，是全省高校最多县级市。
市场主体达14.5万家，总量全省县市第一。

今日的新郑，一座充满历史底蕴和现代
气息的城市，正以其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吸引
着无数人的目光，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
机遇。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梁丽英 常春阳

从“为糊口”到“图个乐”

从“美环境”到“兴文化”

从“善孝廉”到“远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