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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红）“不裁员、少裁
员、不减薪、少减薪、不欠薪！”昨日，市总
工会与 23家企业代表联合向全市各级工
会、企业和职工发出倡议：职工是企业发
展的基础，应对经济“寒流”，企业更需要
与职工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据市总工会调查显示，受外界环境
影响，目前我市不少企业存在开工不
足、市场萎缩、经营困难等问题，尤其是

依赖出口的外向型企业、有色金属行业
和农产品加工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较
大，由此引发了项目投资下降、就业形
势严峻。针对这种状况，市总工会邀请
省会 23 家代表性企业齐聚一堂，共谋应
对良方。

“随着沿海地区生产出口企业经济
下 滑 ，公 司 长 线 运 输 客 流 量 下 降 了
30％，今年公司客运收入减少了 4500

万，但企业并不是孤军奋战，有各级政府
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度过冬天。应对困
难，集团公司承诺，不辞退一名职工，也
不降低职工薪金，并尽可能保障职工收
入明年仍能正常增长。”在昨日召开的
市总工会与企业家恳谈会上，郑州交通
运输集团公司总经理赵军伟明确表态。
中国长城铝业公司负责人也表示：目前
企业上上下下都在努力走出困境，目前

公司全员推行降成本、增效率行动，杜绝
浪费，同时教育职工同舟共济，企业在、
职工在。

市总工会主席李元法表示，企业和职
工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困难面前，企业更
应该关爱职工、善待职工。一个有社会责
任意识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困难面前一定
会注意保护职工的就业权、保护职工的经
济权益，保护职工的发展权。

本报讯（记者 王红）省劳
动和社会保障厅昨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底，全省
今年已经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4.5 亿元，帮助 3.4 万人圆了
创业梦。

今年是省委、省政府号召
实施“全民创业”的第一年，为
了给众多创业人员提供充足
的资金保障，省劳动和社会保
障厅在原计划全年发放小额
担保贷款 8 亿元的基础上追
加了 6 亿元，贷款总额比去年

7 亿元翻了一番。与此同时，
民间创业热情也不断高涨。
截至11月底，全省今年已发放
小额担保贷款 14.5亿元，帮助
和扶持 3.4 万人自主创业，带
动 12.2万人就业，提前完成全
年工作目标。

据统计，全省目前已累计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48亿元，居
全国首位，累计帮扶14万人实
现自主创业，带动 44.5万人就
业，以创业促就业的倍增效应
得到充分体现。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昨
日，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数据
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市经
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近
几个月来，规模以上工业生产
增速继续呈现下滑态势。

数据显示，11月份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102.9
亿元，同比仅增长 5.2%，增幅
较 10 月份又减缓了 5 个百分
点，这也是自2005年以来增加
值当月增幅首次在10%以下。

11月份，轻工业完成增加
值 23.8亿元，占规模工业的比
重为 23.2%，比去年同月增长
17.8% ，高 于 全 市 平 均 增 幅
12.6 个百分点，比重工业快
16.1 个百分点。重工业完成
增加值79亿元，占规模工业的

比重为 76.8%，比去年同月仅
增长 1.7％，其中，原料工业和
加工工业的增幅分别比 10 月
份放缓 15.2 个和 9.7 个百分
点。重工业当月增幅已连续4
个月低于轻工业速度，重工业
占全市的比重与上半年相比
减少了4.2个百分点。

在全市37个行业大类中，
26个行业的增加值增速低于10
月份，11个行业快于10月份。

11 月份，全市食品工业、
服装、装备制造等行业，生产
虽有一定回落，但都保持 20%
以上的增速。这些行业在郑
州工业经济中占有一定份额，
如能继续保持稳定较高增长，
对全市工业生产的企稳会起
到决定性作用。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杨 张霖）昨日
上午，解放军“英雄军事五
项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信息
工程大学举行，此前，“英
雄军事五项队”曾于 11 月
底在京作了首场先进事迹
报告，郑州是他们全国巡
回报告的第二站。

报告会上，军事五项
队队长、“军体楷模”王恋
英介绍了军事五项队“用
科学理论建队育人，靠科
学发展保持荣誉”的先进
事迹。军事五项队教练员
张坤，运动员徐蕾、田琳
娜、杨世伟分别以《用科学
精神铺平夺冠之路》、《无
悔的选择》、《让青春在拼
搏奉献中闪光》和《永远保
持冲锋的姿态》为题，从不
同侧面和各自经历汇报了
征战世界军体赛场的光辉
历程，结合军事体育运动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事

迹。他们的先进事迹感人
肺腑、催人奋进，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感染
力。精彩的报告不时赢得
热烈掌声。

据介绍，解放军“英雄
军事五项队”建队 28 年
来，坚持用科学理论建队
育人，坚持以科学训练提
高竞技水平，坚持靠顽强
拼搏捍卫荣誉，创造了男
子团体“十三连冠”和女
子团体“八连冠”的辉煌
战 绩 ，为 国 家 争 得 了 荣
誉 ，展 示 了 我 军 威 武 之
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
的良好形象。

官兵纷纷反映，听了
“英雄军事五项队”的精彩
报告，深受教育和鼓舞，他
们不愧为向全世界展示我
军良好形象的优秀代表，
不愧为有效履行我军历史
革命的尖兵劲旅，不愧为
模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的时代先锋。

英雄军事五项队
先进事迹动中原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加快推进郑州跨越式发展

应对经济“寒流”与职工同舟共济渡难关

23家企业倡议不裁员不减薪

（上接第一版）

二、生态建设：立体推进
郑州是有幸的。郑州城区西邻邙

山，北连黄河，城区及周边有多条河流。
西部的山岭是天然的屏障，又是植树造
林的“舞台”。绕城的黄河及市内的贾鲁
河、金水河、索须河、熊儿河、东风渠等大
小上百条河流，使郑州市水资源年均总
量为 22.44 亿立方米（不包括中、深地下
井），再加上尖岗水库、西流湖等日复一日
的水分蒸发，给郑州的生态建设提供了丰
富的水汽和氧气。

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全国，我们蓦然
发现与先进地区差距之大，恍然明白郑州
的生态建设任务之重。

早在1986年，江西省宜春市就把建设
生态型城市列为发展目标，并于1988年正
式开展生态型城市的试点工作。随后，生
态型城市建设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

生态郑州建设，以科学思路谋立体突
破，加快了追赶步伐。

三维增绿，还绿于民，建中原城市特
色绿地系统。一个城市的绿色覆盖面积
是生态城市的基础，为了建设具有中原城
市特色的绿地系统，郑州市实施着三维增
绿、还绿于民的宏伟计划。

规划建绿、拆墙透绿、沿河布绿、见缝
插绿、依法治绿、科学护绿等措施的相继
实施，公园游园广场建设、城区河道治理
绿化、道路和出入市口整治绿化、单位居
住区绿化达标建设、中心城区综合治理、
郑东新区大型公园绿地建设、城郊防护林
建设等系列大规模创绿建绿工程的次第
推进，使郑州重披绿色新装。

30年间，我市从只有一处算不上绿化
广场的二七广场，到裕达广场、未来广场、
绿城广场等，市区绿化广场猛增至 17 个；
按照 500 米服务半径的要求，全市统一标
准，三级财政投入，10 年间建成大石桥游
园、同乐游园等190多个游园，为居民提供
了一个又一个舒适方便的绿色“客厅”。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我市的道路
绿化与道路建设同步进行，平均每年以数
十条的数量增加，步移景移，基本形成一
街一景、一路一貌的绿化风格。

1999 年 7 月，随着市委、市政府将机
关大院临街围墙推倒，一场拆墙透绿、还
绿于民的工程全面铺开。结果是拆透长
度近万米，恢复新增绿地 25 万多平方米，
单位绿地透绿面积增加35万平方米。

城市三维绿量不断增加，城市生态环
境、人居环境和绿化景观明显改善，我市
以道路绿化为骨架，公园、游园、广场均匀
分布，滨河公园贯穿市区，四季有花，四季
常绿，大树大绿，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
城市绿地系统格局，实现了大树与高楼同
生长，绿色与城市共延伸。

工程带动，城乡一体，构建森林生态
网络。生态是一个系统，绿化也是一个系
统。在做好城区园林建设的同时，围绕郑
州的森林生态网络建设也在全面铺开。

生态林业重点工程带动造林绿化事
业大发展，全面实施了环城生态防护林工
程、风沙源生态治理工程、嵩山山脉水源
涵养林工程、通道绿化工程、森林生态城
工程等市级林业重点工程。重点加强平
原、主要水系防护林和绿色通道建设，积
极恢复邙山、贾鲁河上游的丘陵岗地及东
南沙丘等生态敏感区的森林植被，扩大西
南水源涵养林建设规模，加快名特优经济
林、速生丰产用材林和林木种苗花卉基地

建设，在城市周边营造了一道森林屏障，
编织了一张防护城市的绿色生态网络。
在广大平原农区，以农田林网化为目标，
以“小网格、窄林带”为原则，河沟路渠林
网林带覆盖乡野。

自 2003 年以来，城郊工程造林累计
3.8 万公顷，工程造林累计投入资金 8 亿
元。在郑州南部、西部的山冈上，大部分
推广了退耕还林。数年间，广种薄收的山
地长成了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郑州北部，
黄河沿岸 500 米宽、数十公里长的林带形
成了风沙的绿色屏障；在郑州东部，田间
林网层层叠叠，和森林公园交织在一起，
和桃园梨园枣园连接在一起，成为郑州的
天然氧吧。

目前，全市16个平原和半平原乡镇全
部实现平原绿化高级达标，郊区森林覆盖
率达 29.5%，乡、镇、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26.2%，村屯绿化覆盖率达到 31.4%。如今
的郑州，处处鸟语花香，林与房交相辉映，
实现了城乡绿化一体化。

政策带动，全民参与。 退耕还林还
草建设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华民族
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高度，为合理利用土地
资源、增加林草植被、再造秀美山川、确保
江河安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工
程。从长远看，退耕还林是治理水土流失
和土地沙化的根本措施；从近期看，又是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拉动内需、增加农民
收入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

构建水秀、引水养城，打造北国水域靓
城。水通、水清、水美，地处半旱地区，对水
的渴盼和利用，郑州、郑州人从未停止过。

1978～1988 年间，重点抓了电镀、化
工、印染、造纸等行业的工业废水和医院
含菌污水的治理。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郑州市城市
饮用水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条例》和《郑州
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
等法律、规章的出台，使全市的水源保护
工作走上了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的法制
化道路。

在充分实施保护的同时，如何充分利
用水资源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位，
市委、市政府酝酿日久，长远布局。

2007 年 6 月《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
通过评审。规划坚持生态和人文理念，结
合城市水系现状，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战略
和总体规划，将郑州市区及周边1010平方
公里范围河湖相连，构建了“七中五小水
库、六纵六横河渠、三湖泊两湿地”的生态
水系格局，实现防洪、供水、生态、景观、旅
游等综合利用功能。

2007年 6月 30日，随着市长赵建才一
声令下，郑州东风渠引黄供水补源灌溉工
程正式开工，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进入实
施阶段。 先期整治的金水河、熊儿河水体
大为改观，水系生态的雏形已初步显现，
河流两岸美景如画。

生态水系工程建设频传捷报：贾鲁河
一期治理工程、郑开大道防洪应急工程全
面完工；须水河、索须河一期治理工程、潮
河治理工程、东风渠引黄供水补源灌溉工
程、三条河流治理工程如期进行。“西水东
引”、西流湖规划等项目全面展开。2007
年 11 月 26 日，全市生态建设工作会议为
生态水系建设描绘了更加宏伟的蓝图，要
求到 2009 年汛期前，要完成贾鲁河、索须
河下游、南运河、七里河、十七里河、十八
里河河道治理工程，利用引黄设施、水库、
湖泊及中水资源，初步实现郑州市生态水

系循环网络。
生态水系规划中“亲水景观”的建设，

让老百姓着实感受了一把。如意湖畔、昆
丽河岸、金水河边、东风渠……越来越多
的郑州人享受着水岸漫步的惬意：冬日的
暖阳，摇曳的垂柳，粼粼的波光。美啊，有
水，给了身边这座城以灵动。

一个河湖水景辉映、森林水域交融、
碧水蓝天与绿色城市融合、人水和谐共生
的水域靓城已经初具规模。

节能减排，节能降耗，治污步伐加快，
循环经济进入良性轨道。节能降耗是经
济发展永恒规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其
根本途径。市委、市政府拿出壮士断腕的
决心和信心，从源头加大了治理力度。

市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了单位 GDP 能
耗公报、落后工艺淘汰、污染在线监控、排
污总量限额等制度，切实把节约资源的基
本国策落实到规划、投入、考核等各个方
面。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
长，拒批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的建设项目，
并累计关停五万千瓦以下小火电机组81.6
万千瓦，淘汰全部机立窑水泥生产线 36
条。2006 年以来，全市因节能减排不达
标，关停、整改企业达2000家以上。同时，
一批高技术、高效益、低消耗、低污染的“两
高两低”产业迅速发展。2007 年，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完成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比重 34.7％，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 1000
亿元。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为我市节能减
排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噪声达标区
10.6平方公里，烟尘控制区达到100％。

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节能工作也
成效明显。2007年，郑州市新建建筑新型
墙材使用率达到 96%；耐材行业全部实施
煤制气改造，吨耐材平均煤耗由原 840 公
斤标准煤下降至 270 公斤标准煤；铝行业
企业积极采用后增溶溶出等新工艺，全市
实现吨铝电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农
村建设沼气 131546 座，节约标煤 7.96 万
吨；36 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万元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4％。

节能降耗大有文章可做。有资料显
示，我国万元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4倍
之多，工业排污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

节能降耗这篇文章必须做好。我国
人均占有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天然气
等资源愈来愈少。

善待自然，蓝天碧水又回到我们身
边。人们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一切
文明之上的生态文明有了新的、更深的
认识和行动，环保理念越来越深地植入
市民心中。

“让青春点靓郑州，携手创建绿化模
范城”、保护母亲河春季造林行动、“小手
拉大手，创模争先走”、“绿色理念进生
活”、环保世纪行等活动引起了越来越多
人的参与和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绿
色为主的生态文明在人心中的植入，将是
一笔更为可观的财富，将成为人类生态文
明建设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近
年来，复印机上、水龙头边、电源开关前，

“节约能源、杜绝浪费”的提醒随处可见，
每周停开一天车人们也欣然接受。随手
关灯、节约每一滴水，让环保宣传标语走
上灯柱，走进公交车、出租车，树立了人们

“植绿、护绿、爱绿、兴绿”的良好绿色文明
新风尚。

对更高层级文明——生态文明的不
懈追求，让郑州学会善待自然并在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中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存
质量和精神境界。

三、生态效应：全民共享
如今，郑州变绿了，郑州变美了，郑州

更显宜居和谐。市民出行500米，就会有一
处公园和小游园，成为老少皆宜的好去处。

种下去的是树，收获的却不仅是绿
色，有绿叶释放的大量氧气，还有城市热
岛效应的破解，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广
大市民生活环境品质的提升……

研究证明，每公顷的绿地平均每天从周
围吸收的热量，相当于189台空调制冷的效
果。以此计算，郑州市通过森林生态城的建
设，等于在周围安放了1678万台天然空调；
如到2013年，郑州市233万亩林地发挥作用
时，相当于有2936万台空调同时在制冷。

蓝天白云停留郑州的日子越来越
多。据统计，2007 年，郑州城区空气质量
一 、二 级 标 准 天 数 为 313 天 ，达 标 率
85.8％，比 2004年提高了 4.4个百分点，创
近年来最高水平。

郑州市4个省控责任目标断面水质综
合达标率达77.1％。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为100％。

1999 年，郑州一举摘掉“全国十大污
染城市”之一的帽子。郑州“城考”工作稳
居全国上游，连续 13 年蝉联全省第一，公
众对城市环境满意率逐年上升。

郑州市成为第一个以币化测算生态效
益的城市，监测结果表明，郑州通过生态建
设带来经济效益达122亿元之多。中国工
程院院士尹伟伦认为，生态效益监测、评价
及其价值化是国内外探索绿色 GDP 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工作和前沿工作，在
生态效益监测指标体系的建立、城市绿化
量测算和生态效益货币化计量体系的建立
等方面，郑州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各种价值评估同样令人喜出望外：森
林城森林绿地每年减少城市热岛效应470
万亿千焦，价值 77.55亿元；年可固定二氧
化碳 123 万吨，价值 15 亿元，相当于吸收
了整个郑州市区 2006 年燃煤排放二氧化
碳的13.7%；年释放氧气46万吨，价值2亿
元；年滞尘量近 100 万吨，价值 6 亿元；吸
收二氧化硫 230 万吨，减少污染物排放总
价值达1亿元。家住中原路的李先生对此
深有感受：现在郑州绿树成荫，感觉空气
越来越清新，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能迎
面吹来习习凉风，顿感暑意尽消。

绿色，让城乡居民享受生态不断优化
成果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
长，2003 以来，郑州经济社会实施跨越式
发展、对外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经济总量
自 2003 突破一千亿元之后，在 2006 年又
突破两千亿元，2007 年达到 2486.7 亿元，
比 2002 年增长 1 倍，年均增长 15.5%。人
民生活富裕程度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五年年
均分别增长 12.6%和 14.3%。这其中生态
环境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功不可没。

最近召开的中共郑州市委九届九次
全会明确提出，要力争经过 10 年到 15 年
的不懈奋斗，把郑州建设成现代化、国际
化、信息化和生态型、创新型国家区域性
中心城市。生态型建设已摆上重要位
置。新的目标又在向我们召唤：到 2010
年，在中西部城市中率先把郑州建成“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届时，我市中心城区绿
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将由现
在的 34.9％、31.7％、8.17 平方米得以大幅
提高，更注重园林生态效应，更注重节约型
和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我们共同的期盼。

人民在蓝天绿树清水的城市中徜徉

小额贷款今年追加6亿
14.5亿帮全省3.4万人创业

11月工业增速继续回落
轻工业稳定增长 重工业大幅降温

本报讯（记者 成燕）“欢
迎您来到郑州，这里是少林
功夫的发源地……”昨日下
午，2008 郑州市导游大赛决
赛在郑州旅游职业学院举
行。经过多环节激烈的角
逐，来自河南老年旅行社的
蔡文琼等十名选手获得“郑
州市十佳导游员”称号。

此次大赛由市旅游局、
市旅游协会主办，旨在激励
导游人员加强业务学习和
技能训练，树立爱岗敬业和
优质服务意识，提高导游队
伍整体素质。大赛启动后，
受到市导游服务中心和 100
多家旅行社高度重视。经
过严格的初赛和复赛，共有
14 名 选 手 进 入 昨 日 的 决
赛。整个决赛分为礼节礼

仪、讲解、知识问答、才艺展
示等多个环节。参加决赛
的选手来自我市浮戏山雪
花洞景区、黄帝故里景区及
河南老年、美好假期等旅行
社。选手们以“传承中国功
夫、弘扬黄帝文化”、“感悟
黄河”等为主题，分别对郑
州 旅 游 资 源 做 了 精 彩 解
说。在才艺表演环节，他们
表演了独唱、健美操、舞蹈、
戏曲等节目。

在对各位选手仪表、讲
解、才艺等进行综合评分后，
评委组的专家们给选手打出
综合分。最终，按照得分多
少，蔡文琼、潘志刚、谭传书
分获前三名，得分前 10 名选
手被授予“郑州市十佳导游
员”称号。

导游大赛落幕
十佳导游产生

本报讯（记者 安群
英 通讯员 阚安生 王天
朗 文/图）昨日下午，二
七区侯寨乡最大的一宗
违法用地建筑，在钩机
和铲车的轰鸣声中轰然
倒地。

11日全市集中整治
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紧急
会议之后，二七区连夜
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贯彻
方案，抽调千余人，对违
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截至 17 时，已强制拆除
256.7 亩土地上的 71 宗
违法建筑。

一天拆违法建筑71宗

打 赢 集 中 整 治打 赢 集 中 整 治
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攻坚战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