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史越三 编辑 王金霞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285 E－mail:cjxw＠zynews.com

之路跨越式发展
跨越式发展33周年特刊

周年特刊 10
20092009年年44月月11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三年跨越 郑州书写传奇
本报记者 侯爱敏

三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
然而，郑州却以跨越为笔，用短短三年，绘

出翻天覆地的巨变，写出一部有关中原的传奇。
在跨越的号角下，郑州市全民一心，以冲

锋的速度，创造出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一个个
奇迹：

与三年前相比，路宽了，城净了，天蓝了，
树多了，市民的舒适感、幸福感更强了。

与三年前相比，城市的个头大了，腰杆粗了，
说话底气更足，亮相国内外舞台的舞姿更美。

凭借 3年跨越，我们哺育出自己的大企业
队伍，他们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凭借 3年跨越，我们成长出自己的创新团
队，为城市未来发展埋下伏笔、储备动力。

在经济发展超常规的跨越挺进中，精神文
化建设齐头并进，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其中，
城区改造与新农村建设并驾齐驱，基础设施和
民生投入同步推进，一幅和谐社会的融融景象
正前所未有地清晰显现。

数字见证
数字清晰反映了郑州市3年跨越的速度。
2006年，我市实施跨越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第一年。全市生产总值在全国35个大中
城市和27个省会城市中的排名，分别比上年前
移 1 位；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202.4 亿元，增长
34%，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比上年前移1位；各
项经济指标均实现大幅增长。

2007年，跨越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之年。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跨越式
发展的良好态势，各项经济指标涨势强劲。全
市生产总值达到2421.2亿元，增长15.6%；人均
生产总值达到33160元，增长18%；地方财政收
入新增75.2亿元，达到277.6亿元，增长37.2%；
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达到3263.3亿元，增长
40.2%；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 1000 亿元，达到
1024.1亿元，增长 12.3%；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新
增295.9亿元，达到1135.8亿元，增长35.2%；利
用域外资金达到412.3亿元，增长66%。

2008年，跨越式发展的决胜之年。全年
全市生产总值达到3004亿元，增长12.2%；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770 亿元，新增 403
亿元，增长 29.7%；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
260亿元，增长 18.5%；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
加值 1200 亿元，实现利润 410 亿元，分别增
长17.5%和24%。

八大工程
跨越式发展战略的主要抓手——八大工

程，一年一个高度，一年一个台阶，成为拉动郑
州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源。

（一）扶优扶强工程。经过 3 年的扶优扶
强，郑州市大个头工业企业数量迅速增多，工
业经济规模迅速膨胀。

2006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 944 亿元，
增长19.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723
亿元，增长 23%；实现利润 213 亿元，增长
85.2%。48户扶优扶强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608
亿元，超出目标590亿元的3%。销售收入超10
亿元企业达到18户，比去年同期净增4户。其
中，销售收入超20亿元企业12户，超30亿元企
业8户，超50亿元企业4户。中铝河南分公司、
宇通企业集团实现超百亿目标。

2007，扶优扶强企业完成销售收入1020亿
元，增长 38%，超过年度预期目标 5个百分点。
宇通公司、中铝河南分公司、河南中烟公司、郑
煤集团、豫联集团、郑州供电公司5家企业销售
收入超百亿元。15 个重点项目当年建成投
产。恒星科技、耕生耐火等4家企业成功上市，
全市上市企业总数达到17个，全年通过证券市
场融资28.8亿元。

2008年，46家扶优扶强企业共实现销售收
入1280亿元，超目标80亿元；销售收入超10亿
元的企业达到17户，超目标7户；50至100亿企
业 5 户，超目标 3 户；其中超百亿企业 7 户，超
200亿元1户。

（二）产业园区建设工程。作为发展集群
经济的重要推手，产业园区建设成为跨越式
发展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 3 年的发
展，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健全的产业园区成
为企业争相入驻的风水宝地，园区经济规模
迅速长大。

2006年，全市列入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工业
园区共有33个。当年，重点产业园区的标准厂
房建设、工业投入、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均实
现 30%以上的增幅。园区经济呈现出如火如
荼的发展势头。

2007，园区经济步入了发展快车道。全市
重点产业园区完成工业增加值 623.2亿元，实
现 销 售 收 入 2011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33.7% 和
39.2%，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三年行动计划”确
定的目标任务。全市销售收入超 50亿元的重
点工业园区新增7个，总数达到13个。

2008 年，重点产业园区完成工业增加值
868.4亿元，完成销售收入2837.8亿元，分别比目
标高15.7和13.5个百分点。三年生产总值能耗
累计下降14.6％以上，超额完成目标。

（三）科技自主创新工程。3 年的跨越发
展，郑州市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城市
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006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专利申请量均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6%以上。

2007，科技自主创新工程各项指标在完成
目标任务的同时，指标数字继续攀高。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完成增加值 320.4亿元，占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提高到34.7%。

2008年，在完成各项既定目标的同时，科
技自主创新工程的 3年成效也清晰显现。3年
来，29 家工程企业累计申请专利 582 项，已授
权专利 420项；29家工程企业拥有国家、省、市
各类研发中心56家，研发投入占当年销售收入
的比例均在 5%以上。截至目前，累计建立国
家、省、市级各类研发中心 242家、产学研基地
48个、科技企业孵化器 26家，有 110项重大科
技成果得到转化；全市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052
家，占全省 43%；全市认定高新技术产品 2013
项，占全省38%。

（四）新农村建设工程。新农村建设工程
不仅让广大农村旧貌换新颜，广大农民的精神
风貌也焕然一新，幸福指数、满足度提升，和谐
成为新农村的主旋律。

2006年，我市确定了 104个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当年，104个示范村全部实现“村村通”，
新修道路251公里；全部完成农网改造；电话入
户率达到 90%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
本建立，农民参合率达到90%以上。

2007年，全市以发展现代农业和村容村貌
整治为重点，深入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

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加强，“五通”、“三
有”建设项目基本完成。104个示范村共培训
农民 10.5万人次。全市共建成 18个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全市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216家，
销售收入达到158亿元。

3年的新农村建设在2008年显现出斐然成
绩：全市新认证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
面积 66万亩，总数达到 206万亩，完成三年目
标的103%。新建集雨水窖5000个，累计2.5万
个，完成三年目标的 100%；实施农村安全用水
工程，解决 16.5 万人安全饮水问题，累计 72.6
万人，完成三年目标的 117%；新建设农村户用
沼气 36483 座，累计 168079 座，完成三年目标
的 105%；新改建农村公路 420公里，累计 3420
公里，完成三年目标的 114%。300个标准化卫
生所全面完工，正在验收。新建、扩建敬老院
25所，累计完成78所，完成三年目标的100%。

（五）交通枢纽和物流工程。郑州有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更有无可比拟的交通优势。
自古至今，郑州的经济发展始终与交通紧密联
系，正是认准了自身这一优势，郑州努力做足

“通”的文章，一“通”盘活经济发展一盘棋。
2006 年当年，郑州市开工建设了 18 个交

通枢纽和物流项目，包括城市间的高速客运专
线，中原城市群间的城际公路，以及国家级的
物流枢纽项目等。其中，郑汴城市连接线项目

于当年竣工通车。
2007,交通枢纽和物流工程 33 个项目中，

有 6个项目顺利竣工，共完成投资 57.05亿元。
16个在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1亿元。

2008 年在建的 33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
600亿元。郑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综合交
通枢纽铁路客运站、火车站西出口、航空
港、林德物流园区、郑州国家干线公路物流
港等项目正稳步推进。中南邮政物流集散中
心、综合交通枢纽（含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等正按计划推进。

（六）城市建设和管理工程。对中心城区
的建设、改造，让郑州的路更美、城更靓。管理
意识日益深入到城市发展的思维中，城市变美
的同时，城区发展的产业布局、功能分区也得
以定位，而同步开展的小城镇建设，则让城市
的未来发展充满潜力和可持续性。

2006 年,中心城区保护改造继续得到加
强。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荣获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称号。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建设实现新突破。全市 31个重点镇基础设
施投资项目开工105项，完成投资3亿多元。

2007，城市管理年活动进一步深入，中心
城区共投入资金 70亿元，重点对道路交通、园
林绿化等9个方面进行了专项整治。进一步完
善路网结构，中原西路、郑邙路、秦岭路等17项
道路工程竣工。郑东新区“五年成规模”的目
标基本实现。卫星城和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
全市城镇化率达到61.2%。

2008年，郑东新区“五年成规模”目标全面
实现，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73.9亿元。中
心城区整治改造工作稳步推进，十项重点工程
进展顺利，精品街综合整治基本完成。卫星城
与中心城区资源要素共享、功能产业互补的发
展格局初步形成。重点项目按计划向前推进。

（七）文化建设工程。文化产业建设，带给
市民更富足的精神享受，成为郑州响当当的新
名片，更成为郑州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

2006 年，文化建设工程共有 22 个重点项
目。当年，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部分于当年
完工，全年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完成约10亿元。

2007，全市文化建设工程30个重点项目进
展顺利。《快乐星球》、《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炎黄二帝塑像、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成为我市的
文化新亮点。商城遗址公园、大河村原始文化
生态园等9个项目开始启动。

2008 年，该工程涵盖 34 个重点项目，其
中，文化事业项目 14个，文化产业项目 14个，
科技、体育、教育、卫生等项目6个。舞剧《云水
洛神》、豫剧《美兮洛神》公演，受到广泛好评。
炎黄二帝塑像山体夜景照明工程已完工。9个
县（市）、区的图书馆和文化馆建设完成。总投
资6.1亿元、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的郑州图
书馆新馆已奠基。沿黄文化旅游产业带总体
战略规划已经通过专家评审。我市成功申报
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小樱桃”动画片于10
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八）生态建设工程。随着生态建设工程
的推进，人在城中、城在林中的宜居环境成为
郑州市民可以期待的美丽未来，科学发展、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也被付诸城市发展实践。

2006年，生态林业工程造林目标任务超额
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决了 17万人的饮
水安全问题，南水北调前期工作稳步推开。

2007年，新增造林 22.2万亩，城乡绿化事
业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市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称号。加强城市生态水系的规划和建设，须
水河、潮河、索须河河道治理和东风渠引黄供
水补源灌溉工程全部完工。6个县（市）污水处
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环
境质量得到改善，市区空气质量好于二级以上
天数达到313天。

来自工程指挥部的统计数字显示，3年来，
全市累计完成新造林面积85万亩，初步建成林
业生态村 100 个，省级林业生态县（区）2 个。

林业产业不断壮大，涌现出一批苗木培育、木
材加工、经济林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郑州市
生态林保护条例》颁布实施。生态水系工程强
力推进，编制完成了《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
防洪除涝、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取得显著成效。

新年新起点。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一年
郑州市的经济建设也将蒸蒸日上，气势如牛。

六大经验
三年跨越发展，郑州市不仅收获了经济社

会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更从跨越式发展的实
践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成为郑州
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指导。

作为跨越式发展综合协调办公室综合组
日常工作负责人，高林照是三年跨越发展工程
的全程参与者。从制定跨越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到参与建立和实施“三个一”工作机制
和联席办公会议制度等，对于跨越发展的成就
和经验，高林照有切身的体会。梳理 3年发展
的思路，盘点3年跨越的心得，他娓娓道来。

一、正确处理科学发展与跨越发展的关
系。

郑州市能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成就，关
键在于处理好了科学发展与跨越发展的关系。

一般人总把科学发展与跨越发展对立起
来，其实，跨越发展与科学发展并不矛盾。科
学发展的实质是加快发展，又好又快地发展，
不是不发展。跨越发展是在坚持科学发展的
前提下，推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跨越发展不
是不要质量，只要效率，而是坚持质量的快速
发展，正是坚持了科学发展，才能很好地推进
跨越发展。也正是实施了跨越发展，才能更好
地坚持科学发展。

二、以项目建设为支撑。
跨越式发展战略刚提出来时，一些人怀疑

这又是一个口号、是个形象工程。事实证明，
跨越式发展不是口号，是立足在 200多个大项
目基础上的实在工程。我市实施跨越式发展3
年中，始终依托大项目，抓住大项目的牛鼻子，
以大项目为支撑。

通过3年的跨越发展，郑州市培育了一批
超百亿企业，推进了一批重大项目实施。到
去年年底，全市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达 998
家，超 10亿元企业达到 40家，超 100亿元企
业达到7家。

通过实施产业园区工程，全市产业园区入
驻企业累计达到 6714 家。到 2008 年年底，全
市销售收入超 50亿元园区达到 20个，其中超
百亿园区 11个。正是这些实打实的成就让先
前对这一工程抱有看法的人们由怀疑到坚信、
由观望到参与，让跨越式发展成为全市发展的
最强音。

也正是得益于跨越式发展所建立的这些
大项目，今天的郑州对于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
有了特殊的抵抗力，避免受到更大冲击，从而
为危机下的发展争取了更多主动。

三、开创了新的工作推进机制。
创新了一套新的工作推进机制。跨越式

发展以集中成立指挥部的方式，打破了部门间
的条块分割，把局委的力量进行整合，有利于
集中力量办大事、打攻坚战。

在郑州市跨越式发展8个重点工程指挥部
的责任单位中，最少的也有4个局委，最多的则
超过20个。指挥部形成的强大合力，成为各部
重点工程的坚强推动力。

四、始终坚持注重发挥各方面积极性。
跨越式发展 8个工程指挥部，每个都有四

大班子领导参与，人大、政协每年都要组织大
规模的视察活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
成了全市上下推动跨越发展的主旋律。各县
（市）、区也配套成立由四大班子参与的工程指
挥部，充分调动了基层的积极性。

五、探索了推进工作的抓手。
在 3年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也找到了一

些推进工作的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
一线工作法：担任八大工程指挥部指挥

长、副指挥长的均为市领导，通过召开跨越式
发展联席办公会，他们始终处于建设工作的第
一线，能及时了解工程推进中的问题和障碍，
给予最快速度的解决，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
了工程进度。

困扰“快乐星球”发展的资金问题，大方桥
梁的贷款难题，正是市领导通过联席办公会获
知，并在会上现场办公解决。市跨越办有关负
责人说，正是这种“一线工作法”真正实现了沟
通无障碍，让困扰项目单位的土地、资金、政策
支持等难题，得以更快、更有力度的解决。

“三个一”工作推进法。对于市里确定的
22个重大发展项目，如生物化工、豫联能源、商
城遗址等，项目前期均实施“一个项目、一套班
子、一支队伍”的工作推进法，全程服务项目进
度，保证了项目的进程。

六、重点突破战略见成效。
跨越式发展不是均衡发展，而是集中人、

财、物，实行重点突破，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实施跨越式发展，从而带动其他行业加快
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跨越式发展的八大工程，均是符合国家、省
产业发展政策，并在结合郑州市自身经济与区
位特点的基础上确定的，重点发展的这些领域
对郑州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并且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因而符合科学发展的
要求。这也是郑州市跨越发展工程取得成就
的关键。

整修一新的东风渠。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新郑机场新航站楼投入使用，进一步提升了新郑国际机场的客
货吞吐能力，缩短了中原与世界的距离。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郑少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为我市旅游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