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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民生之基，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希望，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未来。

如今，走进郑东新区的每一所校园，
你都能看到开阔的操场，柔软的草坪，完
善的设施设备，优越的周边环境……而
这，只是全市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为了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优先发展、育人
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
方针，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优化调整教
育结构，推进教育均衡。统计显示，

2017 年，全市已有普通高中 122 所，初
中320所，小学922所。

未来，郑州还将着力
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和突出矛盾，不断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教育需求；加快城乡
教育一体化建设进程，

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差距，
真正形成更为普惠的公平教育。

百姓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最美；汗水浇灌出的民生硕果，最甜。
习近平总书记说：“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这是铮铮诺言，也是行动指南。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回溯郑州近年来大步向前
的发展“脚印”，数字最有说服力：“十二五”时期，郑州市
保持了年均11.2%的经济增速。2015年，全市生产总
值完成7315.2亿元；2017年郑州市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9000亿元大关，达9130.2亿元，比上年增长8.2%。

随着整个城市经济的不断壮大，城乡百姓的
“钱袋子”也越来越鼓。统计显示，2015年，郑州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31099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 17125 元。2017 年，全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6050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9974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连年增长。

收入分配，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和公平正义。
民富则民安。郑州在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进程
中，实践着“让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富足”的承诺。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千家万户幸福生活的支点。
为扩大就业再就业，郑州市广开渠道，针对不

同群体，推出相应举措：
针对“4050”人员，大力开拓公益性岗位、提高

再就业各项社保补贴。
针对高校毕业生，启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就业促进计划，提高就业见习补贴，发放求职补贴。
针对农村劳动力，开展“春风行动”，严打人力

资源市场违规行为。
我市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

环节：免费培训就业困难群体；鼓励职业技能院校
定向培训；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一条

龙”服务，提高求职者就业技能……
有的放矢的就业扶持政策，有

效促进了就业再就业。统计显示，
2017 年 ，全 市 新 增 城 镇 就 业
15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95 万人。

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富起来，是“三农”工
作的重要任务。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我市把提高脱贫攻坚
质量放在首位，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强化
产业和就业扶持；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综合实施保障性扶贫政策。同时，
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动态化、精细化

管理。
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全面改善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持续强化农村公共卫
生计生服务保障，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医疗等保险政策，积极开展健康村镇创建。

让农民富起来，促进农民增收是关键。我市
着力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让农民融入全产业链条，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提高
农民工资性收入，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
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努力提高农民财产性收
入，鼓励农民以资产入股的形式，发展集体
经济，从集体资产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

瞄准目标，突出重点，郑州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铿锵前行。

社保是民生之依，关系着每一
个人、每一个家庭的福祉。

多年来，郑州市社保工作始终
走在全国前列，更被誉为“郑州模式”。

2012年，郑州率先启动实行社会
保险“五险合一”市级统筹，经过近
4年的调整完善，新政在 2017
年圆满实现。如今，全市各项
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管理，
执行统一的征缴、支付政策，逐
步实现全市各项社会保险参
保、缴费和待遇水平总体一致，
充分保障劳动者切身利益。

为让居民享受到更完备的
社保待遇，我市还调整了一系列
社保政策：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
保统筹报销额度调高，特殊困难
群体看病实行“兜底”帮扶……

统计显示，2017 年，全市养
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各项社会保险费收入
331.57亿元，基金累计结余598.62亿元，基金规模创
历史新高，社会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让更多居民过
上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幸福生活。

民生，和百姓的心连得最紧、贴得最近。
数据显示，2016年，全市公共财政民生支出达

1031.2 亿元，增长 18.4%。而在 2017 年，全市教育
经费支出又增长 13.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增长4.2%，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增长11%。

这些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如同阳光
雨露，孕育着民生之果，持续增强人民的
获得感：

2015 年，“郑州片医”服务模式
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2016年，新建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示范点 20个，
新 增 养 老 床 位 2600 多 张 ；
2017 年，全市棚户区改造建
设开工 107383套，为 1338户
低收入家庭发放公共租赁
住房补贴544万元……

一组组扎扎实实
的数据，如甘甜的
民生泉水，滋润着
我们的生活。

2014 年 3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
考县委常委扩大会
议上强调，要准确把
握县域治理特点和

规律，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科学发
展，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
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
通起来。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
学推进。

结合国家战略部署，立足郑州
实际，市委今年3月召开农村工作
会议，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
面部署。4月份，市政府公布了《郑
州市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实施方案》，明确今年将实施一批
重大工程、重大项
目，努力向“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
富”目标迈进。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社会保障
织就“安心网”

让百姓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明确乡村
振兴路线图

根据部署，我市将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以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为抓手，努力在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现乡村振
兴进程中走在前列，为推进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我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
图是：到 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
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
成；到 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
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需要的是
实实在在的行动。我市将在哪些方
面发力？

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农村要发展，产业是关键。
我市跳出农业抓农业，着力发展大加工、

大食品、大物流、大旅游，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做强农业，我市注重农业绿色发展，加
快推进高标准“菜篮子”生产示范基地建设。
同时，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大力
发展生态畜牧业和水产生态健康养殖。着力

实施绿色食品加工业提升工程，进一步做大
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核心企业，推动食品生
产、运输、消费绿色化，着力提升壮大速冻食
品、面制品、肉制品、枣制品、果蔬制品、乳制
品及饮料六大优势产业，引领食品产业向高
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整合化发展。

“产得好”，还要“卖得好”，我市实施农产
品大物流工程，推进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物

流节点及加工配送中心等农产品流通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

旅游业对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作
用。近年来，我市休闲农业蓬勃发展，潜力巨
大。今后，我市将继续开展全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县、星级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培
育一批叫得响的休闲品牌，着力打造特色精
品线路。

建设生态宜居乡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
财富。我市坚持“大生态、大环保、大格局、大统
筹”，加快推进城乡一体生态体系建设，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乡村。

推进环城生态建设方面，我市重点实施
好“增绿、增湿、增水”三大工程。增绿工程，
2018 年要完成环城都市生态农业 15 万亩、营
造林 15 万亩以上的建设任务，规划建设 20 个
万亩以上的城市郊野公园，积极谋划建设黄河

国家公园，继续推进生态廊道和森林公园体系
建设；增湿工程，要加快推进黄河湿地公园、雁
鸣湖万亩湿地、航空港万亩湿地、沿黄鱼塘生
态改造等项目建设；增水工程，统筹推进贾鲁
河综合 治 理 ，建 成 牛 口 峪 引 黄、环 城 生 态 水
系、石佛沉砂池至郑州西区生态供水等水源
工程。

田园综合体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我
市正着力建设一批融现代农业、文化创意、旅游

观光、休闲娱乐、养生度假、美丽乡村建设于一体
的城乡融合共享田园综合体及郊野农业主题公
园（游园）。同时，积极做好生态村镇、森林小镇
创建工作。

农村生态保护与治理工程建设方面，我市大
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快农村“厕所
革命”，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
提升，打好土壤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
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