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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

本报讯（记者朱晓琳） 今年上半
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9万人。记者
从7月11日上午举行的焦作市优化营
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四
场） 上获悉，今年年初以来，市人社
局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现持续新突
破，我市劳动力市场监管、人才流动
便利度两项指标均取得明显进步。

维护权益，强化保障，劳动力市
场监管明显加强。该局及时快速办结
各类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

2022年，我市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
案件结案率为100%。我市在全省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考核中获评 A 等次，
位列全省第四，并代表河南省接受国
家考核和国务院督查检查。2023年上
半年，我市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
件结案率保持100%。

抓好引进，优化服务，人才流动便
利度逐渐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引进
急需紧缺人才2319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78%。就业创业工作保持良好局面。今

年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9万人，
完成目标任务的64.47%；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1.8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153.7%；创业培训 1.54 万人，完成目标
任务的275.3%；新增农村劳动力技能培
训 2.51 万 人 ，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119.31%；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92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91.9%。

纾困解难，助企便民，人社服务能
力全面优化。今年年初以来，对全市
1059家规上工业企业开展“一对一”服

务，举办用工对接活动95场，帮助企业
招工9561人。组建“人社服务团”，每周
走访企业，宣传人社政策，帮助企业解
决难题。今年年初以来，先后走进中安
建设、新时代交通发展集团、万方铝业
等36家“用人大户”，开展送政策到企业
活动 20 余场，解决问题 49 个。聚焦全
市“三个一批”重点项目用工需求，重点
监测76家企业用工情况，每月调度协
调县 （市、区） 对开发区重点企业加
大用工保障力度。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现持续突破

本报讯（记者朱晓琳）通过网络下
单、电话下单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订
单式、菜单式养老服务。记者从7月11
日上午举行的焦作市优化营商环境主题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上获悉，上
月，我市成功入选 2023 年国家居家和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试点城
市。我市今年将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
作中推出新举措。

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拟定出台
《关于加强我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的实施意见》，制定落实基本养老服务
清单，完善护理补贴、服务补贴等福利
制度，让全体老年人享有更加全面的基
本养老服务。

优化服务设施布局。编制市、县养
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将养老
规划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纳入村镇
规划，合理布局社区、机构养老设施，
强化养老服务设施设置刚性约束。严格
落实“四同步”要求，按标准配建养老
设施，对应建未建的及时补齐，对标准
不高的改造达标。

提升运营服务水平。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重点发展以生活照料、康复护

理为主的照护服务，由专业机构进行运
营，实现普惠养老与市场运营相结合。
社区在街道“以大带小”运营基础上，
延伸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个性化需求。依托市、县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开发养老服务应用，链接
服务资源，通过网络下单、电话下单等
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订单式、菜单式养
老服务。

健全农村服务网络。健全县、乡、村
三级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提升11个
县级供养服务设施，完成32个乡镇敬老
院转型为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辐
射带动村级幸福院对老年人提供无偿或
低偿服务，完成5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破解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和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

推动事业产业协同发展，健全综合
监管机制。聚焦上级资金支持方向和使
用要求，加大普惠养老服务、基本养老
服务等项目谋划力度。进一步拓展融资
渠道，大力争取中央预算内项目投资、
财政资金补助、中央专项债、普惠养老
专项再贷款等资金，支持养老服务发
展。

我市养老服务今年将推新举措

订单服务为老人幸福生活加码

本报讯（记者朱晓琳）今年年初以
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被
纳入省、市 2023 年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记者从7月11日上午举行的焦作市
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
四场）上获悉，我市加大对各项政策落
实情况的调研力度，充分征求社会各界
意见建议，查找制约我市基层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的问题短板，实施全市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三年（2023—2025
年）攻坚行动。

三年攻坚行动着眼补短板、强弱项、
固底板、扬优势，着力解决基层优质医疗
卫生资源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
均衡等问题，切实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理
顺管理体制、激发基层活力，推动医疗卫
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让城乡居民
就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
疗卫生服务。主要确定以下五个方面的
具体任务：一是优化基层医疗卫生资源

配置，二是推动基层医疗机构提级上
档，三是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四是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五是
强化基层机构运行保障政策。

力争到 2025 年，全市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提升取得明显进展，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功能布局更加均衡合理，基
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人员素质和结构
明显优化，信息化、数字化应用全面普
及，中医药服务全面覆盖，防病治病和
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重大疫情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医疗卫生体系运行机制进一步
完善，投入机制基本健全。县域内就诊
率在 90%以上，县域内基层就诊率在
65%以上，全市普遍实行乡村医生“乡
聘村用”制度，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初
步形成，逐步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
不出乡”。

我市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行动

方便群众家门口就医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 通讯员徐
习军）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奖励资金是
党委、政府鼓励科技创新的一种手段
和措施。您可知道，自2017年我市制
定出台科技创新资金奖励相关规定以
来，共落实财政科技资金 1.51 亿元，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由2016年的66
家增至2022年的389家，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由34家增至614家，省重点
实验室和国际联合实验室均由4 家增
至9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由66家
增至 212 家，星创天地由 2 家增至 14
家，其中国家级为 2 家，数量均居全
省前列。

2017 年 8 月，我市制定出台 《焦
作市科技创新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从 2017 年起，市财政科技

经费每年安排2000万元，用于奖励我
市新增的创新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院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创新人才、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机构、科学技术奖配套
等。2022年6月，根据上级精神，我
市修订出台《焦作市科技创新奖励资
金管理办法》，增加了整体迁入我市和
连续三次认定高企、引进和培育“两
院”院士、中原学者等奖励事项，提
高了科学技术奖等奖励标准。

科技奖励政策出台后，市科技局
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广泛宣传，
做到政策知晓率“三个百分之百”。一
是先后通过焦作市科技局官网、微信
公众号、科技系统微信工作群、移动
手机、专题宣讲培训、当面辅导等多
种途径广泛宣传；二是编印《焦作市

科技惠企政策申报指南》《焦作市科技
局万人助万企惠企政策汇编》、明白
卡、宣传册等科技惠企政策宣传资
料，编制发布宣传短信，制作发布宣
传短视频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宣传；三
是深入重点企业、单位调研宣传，做
到规上企业、市直科研院所、高校政
策知晓率“三个百分之百”。

2022年，我市共落实科技创新奖
励资金3578.7万元，其中市财政支持资
金 1112.9 万元，奖励 2021 年获批的各
类科技型企业、创新平台、创新人才等
338项。其中，奖励科技型企业121项、
创新平台载体144项、创新人才团队60
项、国家和省级科学技术奖12项、奖励
科技项目1项。具体情况是：全市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63家，总数达306家，居
全省第六位；新增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32家，总数达178家，居全省第
五位；新增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3
家，总数达 476 家；新增省科技企业
孵化器1家、省众创空间5家、新型研
发机构1 家、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1家、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家；获
得国家、省级科学技术奖15项；入选
省中原英才4人。首批10个河南省产
业研究院和 8 家省中试基地正式揭
牌，由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牵
头组建的河南省氟基新材料产业研究
院、依托豫科创新 （沁阳市） 科创园
有限公司打造的河南省环保与精细化
工新材料中试基地入选。

2023年，我市拟安排科技创新资
金 3595.46 万 元 ， 其 中 市 财 政 支 持
1404.71 万元，共奖励各类科技事项
348项。

我市科技创新奖励资金落地有声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 通讯员申莉

莉） 7月4日下午，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河南赛区焦作分赛区赛事辅导培
训会在中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视
频会议室举办。

此次培训采用“线上直播+现场宣
讲”的形式，全市180余家企业、2600余人
次参加。会议特邀河南省科技厅创新创
业导师、河南省人社厅大众创业导师、第
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业导师、国家
级融易众创孵化器董事长尹帅进行培
训。尹帅以《路演你的核心竞争力》 为

题，从参赛意义、路演技巧、案例分
析、注意事项等4个方面进行全面细致
的培训指导，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
区焦作分赛区大赛由焦作市科学技术
局、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政府、焦作市妇
女联合会、焦作市产业技术科学院主
办，焦作市中站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承办。大赛旨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速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提升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深化院 （校） 地科
技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

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
焦作分赛区大赛赛事辅导培训会召开

本报记者 董柏生

因志同道合，一直在上海某科研单
位致力于高性能氮化硅产品国产化替代
的赵振威，不甘于悠闲的现状，抱着把
自己的 10 多项授权发明专利和科研成
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决心，于2020年7月
底毅然加盟了焦作北星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

科研成果转化，需要时间，需要资
金，需要中试，甚至需要试错。得益于
北星提供的这个广阔平台，赵振威有了
底气，也有了信心，他充分发挥自己的
专业特长，将其积累的关键工艺技术成
果逐渐转化成为现实。

融铝加工气压烧结氮化硅陶瓷件技
术，在 10 年前只有日本等几个国家掌
握，当时这类产品国内完全依赖进口，
价格昂贵且交货周期非常长。赵振威团
队经过几年的技术探索，基本掌握其原
理和关键技术，但苦于当时的条件，无
法实现成果转化。进入北星后，赵振威
经过两年的工艺改进和完善，融铝加工
气压烧结氮化硅陶瓷件技术成功实现成
果转化，可以批量化生产，性能和进口
产品相当，成本只有进口的30%。在河
南省，北星是第一家掌握该核心技术的
企业。

高性能氮化硅是业界公认的综合性
能最好的一种陶瓷材料，可以替代金属
材料来满足在各种特殊复杂工况条件下
使用，被誉为是先进陶瓷材料皇冠上的

一颗明珠，但是由于其原材料和生产成
本居高不下，被束之高阁，其应用受到
严重的制约和限制。“只有降低生产成
本，让大家都能用得起，才能把氮化硅
陶瓷用户需求市场做大。”赵振威说，

“谁掌握了降低成本这一核心，谁就掌握
了市场的主动权。”

赵振威认为，控制成本关键在于选
择一条与众不同的技术路线。为此，他
日思夜想，创新思路，经过两年来的不
断中试，走通了一条业界认为无法走通
的工艺路线，使氮化硅生产成本比原来
传统工艺降低40%，而且产品性能得到
了进一步提高，真正实现了生产大家用
得起的氮化硅陶瓷产品的初心。该工艺
技术路线在国内属于首创，目前已在批
量化的产品中应用，不仅提升了企业的
竞争力，也为焦作新材料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科研人员，赵振威时刻关注业
内最新科技发展动态，掌握最新市场信
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产品研发。
北星公司近期规划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
图，重点发展硅基非氧化物高性能陶瓷
材料（氮化硅、碳化硅），发展方向围绕
新能源 （光伏、风电、锂电正极材料）
展开。赵振威又围绕这一目标，结合利
用氮化硅陶瓷自身优异的耐磨性和掌握
的低成本制造技术优势，为氮化硅材料
寻找新的市场应用，开发锂电池正极材
料和高纯电子材料研磨的氮化硅磨介
球，替代一定氧化锆研磨球市场，目前
已经推向市场。

赵振威：让科研成果在生产一线绽放光彩

7月11日，市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举行。
本报记者 蒋 鑫 摄

⬆7月6日，河南大咖国际食品有限公司固体饮料智能车间生产线在运转。该公司高起
点建成集原料、生产、物流、销售全链条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实现原料源头把控，生产线
智能运营，生产过程实时调度，物流配送实时跟踪，产品质量信息可追溯，有效提高了生产
经营效率。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7月10日，焦作市汇百川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纺纱。该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
售棉织品，经销纺织品原料、辅料、纺织机械配件，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于一
体的公司，拥有国际一流的纺纱装备及检测技术，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程度高，产品畅
销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十大纺织品出口基地。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本报讯（记者朱晓琳）记者从7月11日上午举行
的焦作市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四
场）上获悉，今年我市出台了《焦作市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实施方案》，加快新建学校和改扩建学校步伐。

为逐步改善全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扩大教育资源
总量，消除城镇中小学大班额，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加快构建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根据《焦
作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规定，科学预测
我市“十四五”期间全市人口增长带来的实际需求，
结合焦作市“十四五”期间教育发展目标，我市制定
出台了《焦作市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实施方案》，明确
了建设任务。

按照中小学布局规划和县域学位需求，“十四
五”全市计划投资32.91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90
所，其中新建 28 所、改扩建 62 所，预计新增学位
5.57 万个。其中，2023 年全市将新建中小学 18 所、
改扩建49所。

为加快项目建设，我市多次召开专题推进会，集
中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各级政
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在财政资金
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
育。同时，实施奖补政策，对2023—2024 年纳入市
政府建设任务、按照标准开工建设的城区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项目进行奖补，按时完成的义务教育阶段新建
改扩建公办学校，按每班10万元奖补；新建学校自
开工之日起一年内建成投用的，每所中小学奖补资金
200万元；建设周期超出一年的，每所中小学奖补资
金100万元。

我市加快新建改扩建学校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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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支撑

40秒×6组
身体跪姿俯身在瑜伽垫

上 ， 大 腿 与 小 腿 夹 脚 为 90
度，手掌支撑地面，双手与肩
同宽，双脚脚尖的距离与手的
距离一样，发力时膝关节离开
地面，腹部收紧，期间保持呼
吸匀速。

螃蟹式

12次×4组
身体屈膝坐在瑜伽垫上，

手反向支撑，双脚打开与肩同
宽，脚尖朝外，膝关节朝脚尖
方向；呼气时臀部发力，顶髋
向上，躯干平行地面，四肢垂
直地面，吸气时还原初始动
作。

弓步交替台阶跳

20次×4组
挺胸收腹，身体呈跑步姿

势，以左脚为例，将左前侧脚
放在台阶上，右侧脚放在地面
上，身体微微前倾，腹部核心
收紧；发力时左前侧脚蹬地，
后右侧脚顺势跳上台阶，交替
两脚位置，双侧交替执行动作。

台阶器弓步提膝

16次×4组
身体直立，站在台阶后面，

挺胸收腹，目视前方，双手叉
腰；以左腿为例，右脚放于台阶
上，呼气时蹬地起身，左腿腾空
向正上方胸部靠拢，大腿平行地
面，小腿垂直地面，吸气时缓冲
落地，两脚交替进行。

壶铃风车

20次×4组
双腿与肩同宽站立，以右手

为例，握住壶铃伸直举过头顶，
掌心朝前，左手自然伸直下放至
身体一侧，眼睛保持看向壶铃，
挺胸收腹，吸气上体向左侧屈，
右手手臂垂直地面向上，左手手
臂沿体侧向下延长，呼气还原。

俯卧支撑对侧抬高

40秒×4组
身体俯撑于地面，保持双腿

伸直，双臂、双腿间距与肩同
宽，双臂伸直垂直于地面，整个
身体从头到脚呈一条直线，呼气
时上抬对侧手脚至与地面平行，
吸气时下放还原，两侧交替进
行。

本报讯（记者孙军） 7月10日
傍晚，在沁阳市西万镇官庄屯村文
化广场上，伴随着音乐响起，爱好

健身的村民郑丽平在该村体育网格
员的指导下，和姐妹们一起跳起广
场舞，感受着运动带来的欢畅。

傍晚时分，该村文化广场成为
群众的“健身房”，健步走、太极
拳、广场舞等各种体育健身运动吸
引了上百名村民参与。该村体育网
格员张蔷告诉记者：“我指导的健
身项目每天都有几十名村民参加，
从 19 时到 21 时，锻炼的人不断。
我主要是指导村民的健身动作，以
求达到科学健身的目的。”

什么是体育网格员？体育网格
员是市体育局赋予部分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新身份，由爱体育、懂健
身、会组织、扎根乡村的体育协
会、健身站点负责人或社会体育指
导员、体育骨干担任。

“体育网格员是开展全民健身
的基础力量，设立体育网格员的目
的是推进体育服务网格化，强化基
层治理工作。”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
说。体育网格员除了负责发动、引
导、组织群众开展经常性的体育健身
活动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功能——
融入社区 （行政村） 网格化管理组

织，推进基础体育服务网格化建
设，以体育力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去年以来，市体育局积极探索
基层体育治理工作，以沁阳市、解
放区等县 （市、区） 为试点，实施
体育网格员制度，将体育网格员融
入社区 （行政村） 网格化管理组
织，推进城乡社区 （行政村） 体育
服务网格化建设，积极助力乡村振
兴，发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体育功
能，切实解决群众健身“最后一公
里”问题。

例如，沁阳市强力推进行政村
体育服务网格化建设，成立1个村
级全民健身领导组织，体育网格员
根据群众兴趣爱好，分活动类别，
成立广场舞、健步走、篮球、象
棋、乒乓球等体育健身团队，把有
共同爱好的人群编排成网格，构建
以体育总会为枢纽、体育协会为纽
带、健身团队和体育网格员为支撑
的条块结合的体育网格化健身组织
网络。

实施体育网格员制度，推进体
育服务网格化建设，我市具有很强
的优势。目前，我市拥有各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3万余人，他们分布在
全市2050个城乡体育健身站点，带
动、指导群众科学参与体育锻炼。
体育网格员就是从各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中产生，他们将发挥自身职
能，把服务群众落实到网格，用真
心、热心、细心守好自己的“责任
田”。

小网格、大作为，体育网格员
作为基层体育网格化服务的“主力
军”，必将大有作为。市体育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到2025年，体育服
务网格化将覆盖全市，精准掌握基
层群众健身活动需求和体育场地建
设期望，将城乡健身设施、组织、
活动标准化，规范、提升社区 （农
村） 体育服务水平，精细化管理社
区 （农村） 体育工作，使我市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切实
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焦作：小小体育网格员 全民健身大作为

本报讯（记者孙军）记者昨日从市体育局群体科
了解到，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社会组决赛篮球、桥
牌、足球、龙舟4个项目的比赛相继结束，我市均组
队参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社会组决赛篮
球比赛焦作女篮夺得一等奖。目前，焦作市社会组奖
牌数和积分均位列全省第三。

在 7 月 12 日结束的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社
会组·省辖市组女子篮球比赛中，焦作市代表队
齐心协力、团结拼搏，经过激烈鏖战，最终获得
一等奖的好成绩。此外，焦作男篮夺得二等奖。
据了解，此次焦作代表队的运动员中有工人，也
有自己开办篮球训练班的教练员，很多队员都是
从县里抽调上来的。特别是女篮队员陈一欣、兰
净净，她们二人均在重庆工作，得知组队的消息
后，立刻请假返乡参加集训，全心全意投入训练
和比赛。她们俩也因此被比赛组委会授予优秀运
动员称号。

7月3日~7日，社会组桥牌决赛在洛阳市洛龙区
举行。经过一番激烈争夺，焦作代表队获得1个二等
奖、1个三等奖和2个优秀奖。

7月4日~9日，社会组足球决赛在洛阳市洛龙区
体育中心室外五人制足球场举行，焦作女足代表队获
得二等奖，焦作男足代表队获得优秀奖。

7月6日~9日，社会组龙舟决赛在洛阳市宜阳县
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焦作代表队获得4个三等奖。

省运会社会组四项比赛结束

焦作女篮夺得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孙军）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随
着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临近，从本周开始，
先期决赛项目将全面开赛。本周，将进行青少年竞技
组跆拳道、中国式摔跤、少儿体操3个项目的决赛和
社会组乒乓球、健身气功2个项目的决赛。

7月15日~19日，省运会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决
赛将在洛阳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举行；7月15日~19
日，省运会青少年竞技组中国式摔跤决赛将在洛阳
市全民健身馆举行；7月16日~18日，省运会青少年
竞技组少儿体操决赛将在洛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
行；7月12日~16日，社会组乒乓球决赛将在洛阳市
涧西区栋能魔王健身公园举行；7月17日~19日，社
会组健身气功决赛将在洛阳市新安县体育中心体育馆
举行。

本周省运会
先期项目决赛预报

本报讯（记者孙军）市体育局定于7月12日至14
日集中受理2023年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申请。

申请人务必于7月14日18时前 （法定工作日内），
由运动员学籍所在学校负责审核、报送相关材料，并按
时间要求将申请办理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的有关材
料报送至焦作市解放区王褚街道人民路889号焦作市政
务服务大厅 （西厅） 一楼综合受理窗口。逾期不予受
理。

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材料：申请单位公示及公示结
果报告；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一式两份；
运动员技术等级成绩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各1套，包
括注册证、学籍证、秩序册（只需复印封面和与本人有
关的页码）、成绩证明单（如田径、游泳、射击、射箭
等）、获奖证书等；个人照片电子版。市体育局咨询电
话：（0391）3996522；联系人：冯菊霞。

2023年二级运动员
技术等级证书今起申请

日前，沁阳市西万镇官庄屯村村民在体育网格员的指导下进行体育健
身运动。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赛场上切磋交流，赛场下真金
白银，这是体育赛事助力城市经济
的真实写照。

据 《焦作日报》 报道，6 月 16
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太极拳交流活动在焦作举
行，吸引了来自全国38支代表队的
550 余名老年太极拳选手以及数量
可观的教练员、裁判员、家属和观
摩团成员，拉动了城市消费，催生
了赛事经济，给我市旅游、餐饮、
住宿等行业带来了显著效益，为高
端服务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努力打造“近悦远来”“引

客入焦”的城市文旅“会客厅”，
让 我 市 文 旅 “ 热 ” 起 来 、 人 气

“旺”起来、消费“火”起来的大
背景下，市体育局积极承办体育赛
事，依靠体育赛事拉动人气、提升
名气，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
堪称妙棋高招，彰显担当作为。

目前，赛事经济已成为国内许多

城市发展的重点。上海市早在2016
年发布的体育改革发展“十三五”规
划中，便提出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
体育赛事之都”目标。事实上，F1、网
球、斯诺克、马术，每一项赛事登陆上
海，都开中国甚至亚洲之先河。

近年来，我市以赛事为媒，大
力促进“体育+旅游”深度融合，

先后承办了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大
赛、郑焦国际徒步大会等国际级赛
事和中国陆上赛艇百日创纪录赛、
全国国际式摔跤冠军赛等国家级赛
事。这些参与性强、受众面广、口
碑度好的各类赛事，在我市形成大
量餐饮、娱乐、交通、住宿、旅游
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与旅游产业联

动的效应十分突出。
今年，我市将举办第十一届中

国焦作国际太极拳大赛以及中国·
焦作山水户外挑战赛、郑焦黄河自
行车公开赛等，打造焦作体育品牌
赛事的势头十分强劲。随着更多省
级、国家级、国际级体育比赛落户
焦作，我市在以赛事提升城市软硬
实力、激发消费潜力、惠及广大群
众方面必将迈上更高的台阶、打开
全新的局面。

举办体育赛事 提振城市消费
□郭 剑

挥洒汗水 苦练内功
——我市体育健儿积极备战省运会掠影

本组照片为各项目训练现场。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