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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生命“救”在身边
150余人踊跃参与
急救培训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段利平）6月 16日，惠济区新城街道
开元社区联合郑州市红十字会开展

“关爱生命‘救’在身边”首期应急
救护培训活动，吸引了共建单位的
学校学生、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
员、辖区刚高考完的学生等 150余人
踊跃参与。

本次培训聚焦“增强突发事件防
范意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主题，内
容丰富实用。郑州市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中心主任郑建梅担任讲师，系
统讲授了心源性猝死和心肺复苏
（CPR）的基础知识、应急救护的核心
原则，并深入阐述了掌握急救技能的
重要社会意义。郑建梅现场演示了
心肺复苏的标准操作流程和自动体
外除颤器（AED）的正确使用方法。
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且危险的气道
异物梗阻情况，郑建梅还详细讲解了
针对成人、儿童及婴儿不同的海姆立
克急救法操作要点。

培训采用了理论讲解、案例分
析、现场实操等多种教学形式。除
急救技能外，课程内容还涵盖了自
然灾害防灾减灾知识以及日常生
活常见意外的应急处理。重点普
及的心肺复苏术、海姆立克急救法
和创伤包扎等关键急救技能，通过
专业的模拟人教具进行了实操练
习，提升了“应急第一响应人”队伍
在突发事件中的快速反应和科学处
置能力。

为确保培训取得扎实成效，开元
社区“关爱生命‘救’在身边”应急救
护培训项目将分期进行，包含线上与
线下多种形式。

二七区微短剧行业产值已突破1亿元
近年来，微短剧成为视听领域发

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全新业态之一。
2024年市场规模突破 500亿元大关，
首次超越电影票房；用户规模达 6.62
亿人，微短剧独立应用的人均单日使
用时长从 90分钟涨到 101分钟，已经
追平即时通信。

二七区主要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二七区积极落实郑州市打造“中国
微短剧创作之都”的战略，出台专项支
持政策，组建微短剧管家服务专班，搭
建 AIGC 智算平台，发布场景资源清
单，培育了众多像乐不可吱文化传媒、
赤野文化传媒这样的微短剧从业公
司，还出品了一批具有网络影响力的
优秀作品。目前，二七区聚焦“微短
剧+新消费、新文旅、新科技”模式，致
力于集剧本创作、高效制作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微短剧产业。今年，全区微
短剧行业产值已突破1亿元。

他表示，二七区将始终秉持开放
包容、鼓励创新的态度，加大组织、引
导、投入力度，当好微短剧产业发展的

“护航员”与“服务员”，倾力打造最优
产业发展生态，持续以工匠精神打造
这份“小而美”的文化芯片，坚持以“二
七表达”共塑微短剧价值坐标、以“二
七模式”共破行业痛点、以“二七方案”

共促文化交流，推动短视频行业发展
实现正能量与多元化的双重驱动。

打造“造梦工场”二七区有八大优势
在专项推介环节，二七区相关负

责人从“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
底蕴、成熟的产业链条、精准的扶持政
策、丰富的人才资源、特色的拍摄场景、
多维的产业发展生态、尖端的AI技术”8
个方面对辖区微短剧产业发展规划、政
策支持及重点项目进行了推介。

二七区地处国家中心城市核心
区，坐拥亚洲最大铁路编组站之一的
郑州枢纽，高铁、地铁、快速路网四通
八达，2小时覆盖 4亿人口市场，为人
才的集聚、信息的流通、产业的协作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百年德化商埠的繁华记忆、二七纪
念塔承载的时代回响，以及辖区内多元
的文化元素，为创作提供深沉情感与
丰富素材。历史街区、现代商圈、工业
遗存、生态廊道，多样场景一键切换，
满足各类剧情拍摄需求，将大幅降低
制作成本。二七区目前共有31家文化
传媒公司，汇聚了丰富的文化创意资
源、数字技术企业和内容创作人才，其
中以乐不可吱为代表的10家公司更是
专注微短剧拍摄制作，为微短剧的孵
化、制作、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扶持政策，最高奖励50万元
据了解，二七区拟出台相关政策，

通过 7项支持措施，最高不超过 50万
元一次性奖励等方式，推进网络微短
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拟出台的
政策，二七区将立足红色文化、商贸
物流、历史遗迹等特色资源，构建“创
作—制作—传播—衍生”全产业链生
态，进一步巩固微短剧行业持续向好
发展势头，鼓励延伸微短剧产业价值
链，支持微短剧产业总部经济落地二
七，不断提升二七区文化软实力和产
业竞争力。同时，力争到 2027年，形
成1至2个微短剧产业集聚区，培育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微短剧制作企业和优
秀作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使微短
剧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产业规模突破10亿元。

同时，二七区构建了从企业落地
孵化、内容创作生产到专业人才培育
的全周期政策支持体系，同步组建微
短剧产业工作专班，配套场景资源推
介清单，形成“政策+服务”双轮驱动
的软支撑体系，全力打通剧组拍摄全
流程堵点，匠心打造“二七短剧拍摄”
特色服务品牌，让政策温度转化为产
业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朱翔宇
通讯员 李静涵 线上线下齐发力

文明送到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连日来，

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组织各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精心组织开展“移风
易俗树新风 文明生活共践行”主题
宣传活动，通过多元形式引导居民转
变思想观念，共同营造崇尚文明、勤
俭节约的社区氛围。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化身“文明宣传员”，在辖区广场、
小区出入口等地设置宣传点位，向过
往居民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围绕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节俭养德等内
容进行面对面讲解，倡导大家摒弃高
价彩礼、厚葬薄养、大操大办等旧俗，
树立“婚事俭办不攀比、丧事简办不
铺张、小事不办讲节约”的新风尚。
与此同时，社区充分利用“线上+线
下”双渠道扩大宣传覆盖面：线下通
过悬挂横幅、张贴海报、更新宣传栏
等方式，让文明理念融入居民日常视
线；线上依托社区微信群推送图文案
例、短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
活的身边事例，解读移风易俗的意义
和做法，引导居民从自身做起、从家
庭做起，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和践
行者。

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发放资料 300
余份，覆盖居民 2000余人次，有效提
升了辖区居民对移风易俗的知晓率
和认同感。

招商 引资

聚焦微短剧产业 打造“造梦工场”
二七区与多家企业、平台、高等院校签约
两大微短剧相关基地同步揭牌

6月15日，一场聚焦微短剧产业的盛会在二七区盛大开启。由中共二七区委、二七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二七区微短剧产
业发展推介暨集中签约仪式，吸引了行业专家、影视企业代表、高校学者等近200位各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为微短剧产业
发展出谋划策、共寻商机。

在集中签约仪式上，二七区政府与浙江巨准控股集团、绘影巡音实业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与河南省微电影协会、中国移动
咪咕公司等3家平台，与河南大学、黄河科技学院等6家院校成功签约。这些合作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完善本地微短剧产业生
态，推动产业规模和质量双提升。“郑州市二七区微短剧人才培养基地”及“郑州市二七区西岗微短剧拍摄基地”同步揭牌。

本报讯（记者 姚辉常 通讯
员 赵文卿 吴嘉宝 文/图）“走走
走！都去美食广场看演出喽！”昨
日吃过晚饭，荥阳市乔楼镇辛岗村
党委书记楚国禄等人一边招呼群
众，一边往村里新建的美食文化广
场赶，忙着去现场组织活动。

盛夏的夜晚，风景如画的荥阳
市宜居健康城生命谷人工湖附近，
新建的一处广场上随着音乐响起，
霓虹灯开始闪烁。灯光舞台上，来
自周边村子里的文艺队正在进行
精彩演出，台下，大家兴致勃勃地
观看演出活动，现场热情爆棚。

为增加村集体收入、推广宣传
辛岗村美食广场，试营业期间安排
演出活动，舞台对面汇聚了各种琳
琅满目的美食饮品，可以满足八方
食客的味蕾需求。

辛岗村位于荥阳市健康城核心
区域，附近公园、学校、医院等基础设
施完善，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
通路线，为发展村集体经济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在辛岗村党建引领

网格工作例会上，大家通过反馈调查
走访群众，发现附近缺乏商业娱乐
餐饮配套建设，而且辖区规划还预
留有商业用地，此类项目投资前景
广阔。经过研究讨论，辛岗村决定
投资建设美食娱乐广场。

说干就干，村“两委”班子积极
向上级有关部门协调用地支持，充

分发挥网格平台作用，引智聚力、多
管齐下，通过“集体出一点、群众凑
一点、商户拿一点”，解决资金运作
问题。资金到位后，大家自告奋勇、
全体出动，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建设
工作。经过一番紧张筹备，一个占
地近10亩的辛岗村美食文化广场顺
利落地，不少商户前来洽谈入驻。

小小平台书新篇 集体经济活力添

党建引领“网”智聚力谋发展

村民们在观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