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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昨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带领市直有关单位
负责人，深入市区部分重点路段，调研城
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推行“路长
制”为载体抓手，坚持依靠群众，创新体制
机制，强化基层基础，持续推进城市管理
重心下移，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城市管
理格局，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整洁有序文
明的城市环境。

市领导张俊峰、黄卿等一同调研。
马懿一行先后来到瑞达路桂花街、雪松

路金菊街、华山路中原路、文化宫路协作路
等处，实地察看支路背街改造、“路长制”实
施、交通秩序综合治理等工作推进情况，现
场了解各街道城市管理情况，听取基层路长
和群众意见建议，推进解决城市精细化管理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行“路长
制”，是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研究部署的一
项重要改革举措，是适应特大城市发展需
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创新实践。
改革实施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各城
市区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目前全市已明确实

施“路长制”责任道路2441条，设置总路长、
副总路长各 9名，一级路长 145名，二级路
长 726名，基本覆盖城市区，以“路长制”为
载体、以道路为单位的环境卫生、公共秩序
责任制和配套制度逐步完善，城市管理得到
明显加强，作用正在不断显现。

马懿对近期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深化城市管理体
制改革，关键是要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载体抓手就是建立健全“路长制”管理体
制。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

好改革过程中各种问题的研究解决，不断
巩固提升改革成效，尽快缩短改革过渡期，
持续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提升。要充
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把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结合
起来，提高治理效率。要不断完善提升城
市管理的制度、标准，优化督导考核，鼓励
支持基层积极探索创新，强化街道办事处
的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服务群众职责，建
立多方联动工作机制，动员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管理
格局。

马懿调研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创新体制机制 强化基层基础
持续推进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
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精神

国内一流专家团队全程服务

记者了解到，百城千业万企对

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是由国家标

准委等十部委联合开展的专项行

动，通过一个行业一个行业，一类

产品一类产品制作精准的质量提

升方案，开展企业实施标准与国

际、国内先进标准的比对分析，找

到存在差距，开展达标活动，鼓励

和引领企业实施先进标准，促进产

品和服务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我市的要求是，大企业要赶

超世界先进水平，参与国际标准的
制定；新兴企业要通过这次对标达
标行动，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争做行业标杆；中小微企业通过对
标达标活动，掌握好标准，用好标
准，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市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刘彬彬说，
首批两个行业取得经验后，再向其
他行业推广，最终实现全覆盖，并
由工业向农业、服务业延伸。

按照工作计划，市质监局在
相关行业组织国内一流的专家团
队，负责确定对标依据。目前，服
装和超硬材料的专家团队已经到
位，正在开展企业质量摸底工作。

推动企业掌握标准“话语权”
据介绍，目前我市对标达标

提升专项行动尚处于试点阶段。
从今年 9月到 2020年，我市将全
面开展对标达标工作。目标是到
2020年，培育一批“技术领先、国
内一流、标准先进”的标准优势企
业，培育两个以上企业参与或主
导制定国际标准，主导或参与研

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
准 200 个以上，增强我市产业标
准话语权，培育一批标准创新型
企业和质量标杆企业或质量奖获
奖企业，推出 10个以上企业标准
化“领跑者”，以对标达标行动带
动郑州制造业发展，促进郑州制
造业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市质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这次专项行动的开展，首先
对郑州市超硬材料、服装这两个优
势行业进行技术扶持，形成质量经
济优势，进而带动其他行业实现整
体质量提升。”这位负责人说，最终
目标是在郑州优势领域培育一大
批掌握标准“话语权”的标杆企业，
让“郑州标准”“郑州质量”“郑州品
牌”进一步凸显名片效应。

（下转六版）

郑州俩优势行业率先启动达标对标行动

三年内推出10个以上
企业标准化“领跑者”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昨晚，《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第3000场演出圆满完成。作
为河南一张耀眼的文化旅游名片，近12年来，其先后被授予“国
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创意城市—城市文化名片”等称号，
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次。

本报记者 成燕 摄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我国
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
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
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
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

习近平指示有关方面，要结合深

化教育改革，拿出有效的综合防治方
案，并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抓好
落实。习近平强调，全社会都要行动
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
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国青少年视力健康一直牵动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此前，习近平已就
相关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近日，在看到

有关报刊刊载的《中国学生近视高发亟
待干预》一文后，习近平又作出上述指
示，为这项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并向相关
部门和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市领导检查新兵役前训练工作

确保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今年征兵任务

本报讯（记者 袁帅）昨日，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警备区党
委第一书记马懿委托，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靳磊到郑州市民兵
训练基地，检查中原区役前教育训练情况。郑州警备区司令员
尚守道、副市长马义中、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董继锋陪同检查。

在实地察看了中原区组织的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和听取了
相关情况介绍后，靳磊表示，我市征兵工作整体呈现出兵员足、质
量优、氛围浓等特点，现阶段需要全市各级兵役机关与地方职能部
门继续密切配合、加倍努力，推动征兵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就做好征兵后续工作，靳磊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各级各部
门一定要把征兵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摆上重要位置、强
化组织保障，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今年征兵任务。要提高兵员
质量，前期，军地各级各部门严把各道关口，兵员质量得到较好保
障，希望各级兵役机关继续坚持“择优定兵”，确保“双合格”大学生
全部入伍，树立“郑州兵”全面过硬的良好形象。要狠抓廉洁征兵，
以更大力度、更严纪律、更实举措推动廉洁征兵落细落小落实。要
兑现落实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尽快拿出细化可行的落实办法，确保
各项政策在我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次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上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
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3名，出席会议38名，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东辉作的“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刘睿作的关于郑州市
2018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报告；听取
了市环保局局长潘冰作的关于郑州市上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及本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审计局局
长刘啸峰作的关于郑州市 2017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和 2016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整
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张江涛作的郑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提请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关于修订《郑州市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的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海奎作的关于人事任免
案的说明，并介绍拟任命人员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武安、王广灿、王贵欣、赵新中、王铁良、
范强、法建强、赵书贤，秘书长王福松参加会议。

副市长李喜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东辉、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刘海奎，市监察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市政府有关委局的主要负
责同志，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委厅室负责人，市纪委监察委驻市人大
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的负责同志和12名
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12名公民旁听会议。

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郑州市代表团成立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郑州市代表
团成立大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跃华，副市长、省十三运
会郑州市代表团团长刘东等出席成立大会。

会上，王跃华向刘东交授郑州市代表团团旗。
据了解，省十三运会将于9月 12日至21日在周口市举行。我

市将有 1497名运动员参加省十三运会所有项目比赛。到目前为
止，在先期举行的项目决赛中，我市青少年竞技组已获得了 83枚
金牌、216枚奖牌，9个体育道德风尚奖，总分超过了2000分，位列
全省第一；社会组获得47个一等奖，总分702分，实现开门红。

王跃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省十三运会郑州市代表团的成立
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代表团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说，郑州市代表
团在本届省运会上的目标是夺取金牌总数和团体总分双第一，取
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代表团全体成员要顽强拼搏，以
最佳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出现在省运会的赛场上，为郑
州市增光添彩；要恪守纪律、文明参赛，严格执行大会组委会的各
项要求，服从代表团的统一指挥；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通力合
作，全力保障代表团圆满完成省运会参赛任务，为代表团取得优异
成绩夯实基础。

今年2月，郑州市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正式启动，成为全国首个启动百
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的城市。如今，这项工作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

“根据郑州产业实际，我市首批选取了纺织服装、超硬材料两个行业，每个行业遴选
10家左右企业，率先开展达标对标行动。目前企业遴选工作基本进入尾声，专家团队正
在对企业进行摸底调研。”市质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开展标准比对、达标提升，一批
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将变身行业“模范生”，从而带动整个产业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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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家电是标配、网
购不新鲜、代步工具家家有、清洁能源做饭
取暖，我省农民当下的生活写照会不会让你
意外？没错，农村早已不是落后的代名词，
手机、电脑、网购等现代化的玩意儿，新时代
的农民一点也没落下。据省统计局公布的
全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与第二
次农业普查时（2006年）的情况相比，十年来
我省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每百户农民拥有手机242部

一家不止一部手机，广大农村也不乏网
民、网购族。普查资料显示，全省广大农村
的信息化水平已比十年前有了显著提高。
2016年末，全省农村居民拥有电脑 735.85
万台，拥有手机 4764.17万部，分别是 2006
年的 43.7 倍和 3.5 倍。2016年末全省平均
每百户农户拥有电脑 37.5台，比 2006年增
加36.6台；30.1%的农户用电脑上过互联网，
提高 29.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
拥有手机 242.7 部，增加 171.5 部；64.7%的
农户用手机上过互联网；上网手机数量占全
部手机拥有量的48%。33.2%的农户用过互
联网购物。

在各省辖市及省直管县（市）中，郑州、济
源、巩义、焦作等市、县平均每百户农户拥有电
脑数量最多，均超过60台，用过电脑上过互联
网的农户占比也最高，均超过50%。郑州、巩
义、济源等市、县平均每百户农户拥有手机数量
最多，均超过270部，其中巩义达到285.4部。

家电已是生活标配

家用电器已经是农户生活标配，冰箱、
彩电几乎在全省农村广泛普及，彩电更是平
均每户1台以上。淋浴热水器、空调数量不
同地方的农户差距较大，这两样电器郑州农
户的拥有量领跑全省。

据我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
2016年末，我省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淋浴热水器 57台，
拥有空调 70.5 部，拥有电冰箱（柜）84.7 台，拥有彩色电视机
113.7台。分地区看，漯河、郑州农户家中淋浴热水器较多，两
地平均每百户农户拥有淋浴热水器分别为 71.6台和 70.8台；
巩义、郑州、焦作农户家中已实现户均至少一台空调。

出行代步工具几乎家家有

与第二次农业普查时的情况相比，十年来我省农村居民出
行代步工具数量明显增加，主要包括小汽车、摩托车、电瓶车等。

分地区看，郑州、济源等地的农户拥有小汽车最多，分别为
56.6辆和 50.6辆。绝大多数省辖市及省直管县（市）均已经实
现了平均每户农户拥有1辆以上的摩托车或电瓶车。

普查资料显示，2016 年末，全省农村居民共拥有小汽车
486.83 万辆，拥有摩托车、电瓶车 2564.24 万辆，分别是 2006
年的 9.7倍和 3.8倍。平均每百户农户拥有小汽车 24.8辆，比
2006年增加 22.2辆，已经实现每 4户 1辆；平均每百户农户拥
有摩托车、电瓶车130.6辆，比2006年增加94.8辆。

过半农户用清洁能源做饭取暖

不仅出行更方便，十年来我省农户使用的生活能源也日渐
清洁环保。普查资料显示，2016年全省有一半以上农户使用
气、电等清洁能源来做饭取暖；但全省农户使用的主要生活能
源存在明显地域差异。

2016年，全省农户做饭取暖使用的生活能源中，主要使用
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 1262.65万户，占 64.3%，比 2006
年提高 62.7 个百分点；主要使用电的 989.51 万户，占 50.4%，
提高 50.3 个百分点。此外，主要使用柴草的 685.77 万户，占
34.9%；主要使用煤的 333.34 万户，占 17%；主要使用沼气的
17.19万户，占 0.9%；主要使用太阳能的 5.31万户，占 0.3%；主
要使用其他能源的4.29万户，占0.2%。

分地域看，黄河中下游及豫南地区农户主要以电作为生活
能源，豫中、豫东地区农户则以气作为主要生活能源。而郑州
农户使用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作为生活能源的比例则高
达93.3%，领先全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