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格助文旅，“智治”显温度
今年以来，登封市锚定“建设世界

级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以党建为引
领，构建了“横到边、纵到底”的嵩山全
域专属网格体系，实现网格党组织全
覆盖。

该市依托网格化平台，构建起“党
建引领、多网合一、一网统管”的景区专
属网格治理体系，鉴于景区横跨多个乡
镇（街道）的特点，创新性地将嵩山风景
名胜区整体规划为1个专属网格，并由
县处级领导担任专属网格长，少林景
区、中岳景区、太室山景区分别划为二
级专属网格，并结合区域特点精细到19
个专属微网格，搭建了“1+3+19”的全覆
盖、无缝隙专属网格治理体系。

“支部联建共建打破了行政壁垒。”

一位社区网格员讲述，“过去处理一个
占道经营问题，要层层协调城管、街道
甚至景区多个部门，现在网格平台推送
信息后，多方力量在现场协同处置，效
率倍增。”精细管理的“机制底座”由此
夯实——嵩管委、景区管理局、文旅集
团、属地乡镇（街道）党员干部下沉，设
置线下10分钟网格党员服务台。

登封将网格化平台化为“万能插
座”，对接矛调、城管、创文创卫、12345
热线等多套系统，形成“上报—流转—处
置—反馈—评价”的全闭环链条。2025
年以来，平台处置的涉景区、游客事件办
结率96%，群众满意率高达98%。

一屏纳万象，“孤岛”变通途
当网格的毛细血管与数据的奔腾

江河更深交融，登封巧妙运用“网格治
理+数字赋能”的组合拳，在文旅文创融
合中赋予旅游城市服务应有的精准度
与温度。

在少林景区指挥中心，大屏实时显
示各个安防监测点的数据。景区负责
人介绍：“今年投入使用的智能售检票
系统使入园效率大幅度提升，新建的
120处旅游标识系统采用与景区建筑一
致的主色调，实现了文化遗产风貌和谐
统一。智慧化改造加上‘春季防火、夏
季防汛’双演练，进一步筑牢了景区安
全防线，三大景区实现连续 800天安全
运营零事故。”

人机相识，数据赋能。走进新型
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巨型屏幕上流动
的数据如同城市跳动的脉搏。“我们构

建‘城市大脑’，目标是一屏观全域、一
网统全局。”中心主任安晓聪一语道破
核心，“从前分散的 110、120、景区指挥
中心等力量如今全部入驻大厅，16个
预警平台、400 多万条数据穿透壁垒
在此汇聚。”

登封拥有“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世界文化遗产等丰富的文旅资源，长期
面临景区面积大、景点散、战线长、巡
查难的治理痛点。如今，只要用指尖
轻轻点击登封“城市大脑”中心巨型屏
幕，代表事件的图标瞬间闪烁流转，系
统自动识别事件类型，精准派单至市政
部门——线上“一键呼应”、线下“快速
响应”的治理闭环高效运转，真正打破
了昔日“信息孤岛”的藩篱。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赵晓聃

《人民日报》点赞登封：

“网格治理+数字赋能”打开文旅服务新空间

7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城
市工作纪实》一文。文中重点提到了
“河南登封‘网格治理+数字赋能’为提
升文旅精细化、精准化服务水平打开
新空间……”为此，本报记者赶赴登封
市，针对该市网格化+数智化赋能文旅
的扎实举措进行了实地采访。

盛夏，嵩山翠绿如画，趁着暑期来
旅游的福建游客杨逸飞通过“漫游嵩
山”小程序一键预约了少林寺、中岳
庙、嵩阳书院的联票，智能检票系统3
秒完成人脸识别，快捷方便的体验让
杨逸飞赞叹不绝。“10年前来还要排队
买票。”当千年古刹遇上数字浪潮，“网
格基底”叠加“数字翅膀”，登封悄然打
开了服务升维的新空间，游客的感慨
正是登封为文旅服务精密编织的数智
治理网络缩影。

少林景区的功夫表演少林景区的功夫表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健马健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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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两个月，首批新生就能坐在这
儿上课了。”站在郑州财经学院新校区的
教学楼前，项目负责人望着玻璃幕墙外
澄澈的蓝天，难掩眼底的激动。这座总
建筑面积达 100万平方米的校园，一期
43万平方米工程已完成装修，全面具备
师生入住条件。2025年 9月，首批学子
将在此开启求学之旅，“财经+科技”的
办学特色即将落地生根——智慧教室、
数字经济实训中心等硬核设施一应俱
全，正静候复合型金融人才的成长。

不远处的郑州财税金融学院新校
区，建设进度同样振奋人心。目前，内
墙抹灰施工正有序推进，多栋楼宇已完
成封顶。这座占地 1169 亩的校园，总
投资达 30.72 亿元，规划容纳 2 万名在
校生，2027年全面竣工后，将成为中部
地区财税金融人才的重要“孵化器”。

中原工学院航空港校区的工地
上，河南电子科技大学（筹）的建设者
们正与时间竞速。一期 23.69 万平方
米建筑群已初具规模。这所规划占地
1578 亩的“电子信息高地”，承载着河
南填补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领域人才
缺口的重任。2026 年秋季，首批学子

将在此踏上“硬核”求学路。
7月 9日，郑州航空航天大学（筹）

项目工程施工总承包招标候选人公示
发布，751亩的一期工程锚定 2026年投
用目标，已全面进场施工。作为河南首
所航空航天类本科院校，这里未来将为
国产大飞机、低空经济产业输送“河南
力量”。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工地上，10栋
主体建筑已在天际线勾勒出清晰轮廓。
一期14万平方米工程实现全面封顶，部
分建筑进入装修阶段。这座占地 1537
亩的“工匠摇篮”，规划了智能制造、新能
源汽车等特色专业，2026年 8月北院区
投用后，将与周边企业构建“产学研”闭
环，为“制造强省”锻造技能尖兵。

河南技师学院的工地上，测量人员
顶着烈日标定坐标。这所总投资 21.75
亿元的职教新星，一期 407亩工程计划
12个月内建成，重点培育智能制造、信
息技术等领域技能人才，每年将为产业
输送 2500 余名“准工匠”。“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让课堂与车间
无缝对接，为河南先进制造业筑牢技能
根基。

玻璃幕里藏晴空，桩基深处固宏图

航空港区6所高校涌动建设热潮
首批新生今年9月入校

夏日的郑州航空
港区科创城涌动着建
设热潮。6所高校的
新校区正从蓝图走向
实景——郑州财经学
院即将在 9月迎来首
批学子，河南电子科
技大学（筹）、郑州航
空航天大学（筹）等
校 也 锚 定 2026 至
2027 年的投用节点
加速冲刺。

这片总占地超
6000亩的教育热土，
不仅在勾勒“大学城”
的雏形，更在编织“创
新生态”的网络。从
芯片研发到航空制
造，从数字金融到智
能制造，互补的学科
布局正催生“乘法效
应”，配套设施同步落
地 的“15 分 钟 生 活
圈”，正推动这里从人
才培养高地向创新产
业新城跨越。

在科创城片区建设指挥部的规划图
前，负责人指着六校分布示意图表示，这不
是简单的“1+1”，而是能量的“乘法效应”，
这片教育热土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校园
的数量，更在于学科互补形成的创新生态。

河南电子科技大学（筹）的“芯片+人
工智能”与郑州航空航天大学（筹）的“航空
制造+低空经济”，将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
业应用的完整链条；郑州财经学院的“数字
经济+智慧金融”与郑州财税金融学院的

“财税实训+金融服务”，将形成覆盖金融
全产业链的人才培养体系；郑州工程技术
学院的“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与河南技
师学院的“技能实训+产业对接”，构建了

“本科—技能”贯通的培养通道。
教育组团的崛起同时带动了配套设施

的加速落地，在科教产业园配套道路施工
现场，路网沟槽开挖、管网铺设同步推进，
活力文化街区、人才公寓、公共交通的规划
蓝图也已进入细化阶段。

接下来，“15分钟生活圈”不仅要让师生住
得舒心，更将让创新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这种“教育+生活+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将完
成科创城从“大学城”向“创新城”的跨越。
本报记者 刘凌智 通讯员 朱甲瑞 任耀朴

产教融合聚合力，创新生态显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