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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人民群众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

出彩中的获得感。

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事业为人民。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站稳人民立场，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河南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形成生动活
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
时俱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支持人
大代表充分发挥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作用，
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
层制度化发展，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
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探索社
会组织协商，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科学性、有效性。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
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支持人民政协参政议政。完
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
治机制，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
位民主管理制度，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全面正确贯彻
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做好外事、
侨务、港澳、对台工作，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加强和改进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改革和改进群
团组织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促进工会更好
服务职工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共青团更好服务和联
系青年、妇联更好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支持其他群
团组织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工作，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
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河南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
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深化文明河南建设，打
造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深入开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广
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巩固全省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弘
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
精神，深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不断提高公民道德
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

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对各种错
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牢牢掌握意识形
态工作主动权。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把
握正确舆论导向，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讲好河南
故事，提升河南形象。推进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高主流媒体的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加强网络建设管理，发展积极向上
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打造清朗
网络空间。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加快建
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完善文
化市场体系，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深入实施中原
人文精神“五大工程”，打造具有中原
特 色 、中 原 风 格 、中 原 气 派 的 文 艺 精
品 。 推 进 中 原 智 库 建 设 ，塑 造 中 国 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加快建
设 华 夏 历 史 文 明 传 承 创 新 区 ，推 动 中
原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文 明 触 合 创
新，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增
强根亲文化、古都文化、汉字文化、功
夫文化等中原文化影响力，支持郑州、
开封、洛阳、安阳等建设国际文化旅游
名城，叫响“老家河南”品牌，推动中原
文化走向世界。

【报告摘要】

加强思想文化引领 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河 南 要 紧 盯“ 两 不 愁 三 保 障 ”目
标 ，坚 持 精 准 扶 贫 、精 准 脱 贫 ，对 扶 贫
资源精确配置，对贫困户精准扶持，对
贫困人口精细管理。以增加贫困人口
收入为核心，以革命老区、“三山一滩”
地 区 为 重 点 ，采 取 转 移 就 业 、产 业 扶
持 、易 地 搬 迁 、社 会 保 障 、特 殊 救 助 等

途径，突出教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
水利、电网等领域专项扶贫，打好脱贫
攻 坚“组 合 拳 ”，做 到 精 准 帮 扶 与 集 中
连 片 特 困 地 区 开 发 紧 密 结 合 ，扶 贫 开
发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相 互 促 进 、与 生 态
保 护 协 调 并 重 、与 社 会 保 障 有 效 衔
接 。 严 格 落 实 脱 贫 攻 坚 责 任 制 ，压 实

贫困县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强化责任
追究，对规定时间内完不成任务、弄虚
作假的严肃问责。

脱 贫 攻 坚 是 群 众 所 呼 所 盼 ，不 能
有 丝 毫 懈 怠 ，我 们 要 立 下 愚 公 移 山
志 ，咬 定 目 标 、苦 干 实 干 ，坚 决 打 赢 这
场硬仗。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全面小康不落一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夯实人民幸福之基

河南将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不断
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创造更多岗位，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体系，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
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
等就业工作，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妥善解决化解过剩产能
中下岗分流职工再就业问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更加充
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
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基本普
及学前三年教育。推动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完善城乡统一
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支持有条
件的地方率先把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统筹发展职业教育，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高
等教育内涵发展、转型发展、特色发展、开放发展，支持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等有条件的高校争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积极引
进嫁接国内外名校开展合作办学。办好特殊教育和继续教育，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建设健康中原。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
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优化重大疾病防控防治策略，加强重
点人群健康教育和服务，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发展体育事
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强心理健康服务，提
升全民健康素养。加快构建与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全面增强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打造区域性医
疗中心；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
村下沉。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健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
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药企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坚持计划生
育基本国策，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社
会救助体系，支持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大力发展老龄事
业，保障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健全农村
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让他们都能感受
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河南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推进绿色发
展，建设美丽河南，让蓝天常在、碧水长流、美丽与发展同行。

强化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
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绿色清洁
生产，培育以低碳、绿色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点。深入实施蓝
天工程，加强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管理，深化区域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确保大气质量显著好转。深入实施碧水工程，加强
水源地和重点流域水环境保护，加快城市河道环境综合整治，
促进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实施土壤污染防治工程，加强农业
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促进土壤资源永续利用。推进生态省
建设，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建设“四区三带”
区域生态网络及黄河明清故道生态走廊，加快国土绿化，协同
推进森林生态、湿地生态、流域生态、农田生态和城市生态系统
建设，构筑绿色生态屏障。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激励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
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建立健
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和有偿使用及交
易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时
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带领
全省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改善生态环境 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家园

郑报融媒记者 李娜 整理

郑
州
东
区
立
交
桥

郑州市民乘坐地铁

郑西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