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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晴间多云 风力偏南风3级 温度最高29℃最低17℃ 降水概率 1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一）历史的长河，不经意间往往风平浪静；
蓦然回首，就能体会到它的波澜壮阔。

寻常之内有惊心动魄，有沧桑巨变。
进入新世纪，郑州人民用激情和汗水，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引，在中原这片热土上创造奇迹，
在不算长的岁月深处写下光荣。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宛若彩
虹，一座座立交横空出世……郑州发展如晨曦初
露，斑斓多姿。

张张惬意的笑脸，阵阵欢快的笑声，政通千
家福，人和万户春。郑州人更加自信，更加乐观，
更加开朗，更加向上。

郑州之变，日新月异，郑州之变，欣欣向荣，
郑州之变，花团锦簇，郑州之变，赏心悦目。

春风化雨，万般从容，郑州正以豪迈之情、雷
霆之势，引领着中原崛起的伟大进程！

十年跨越，郑州已经跃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任时光流逝，这一高度，将永远镌刻在郑州发展
的史册里。

（二）忽视过去的人，只能是一个缺乏思想准
备的匆匆过客；沉湎于叱咤风云的岁月，未来就
会失去奋勇前行的动力。

因为，我们还有种种问题，还有一些不尽如
人意的地方。

应该看到，优化产业结构任重道远。三次
产业的比例关系，反映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水
平。进入新世纪以来，郑州的三次产业结构不
断发生着变化。工业发展又好又快，带动作用
强。但服务业发展缓慢，比重偏低。而服务业
自身，传统服务业的改造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大
力发展，这个“局”尚未完全破解。如何使三次产
业结构更趋合理，时不我待。

应该看到，经济转型的任务更为紧迫。十年
跨越，郑州工业已蛇蜕龙变，脱胎换骨。但结构
不优、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环境保护压力较重等
问题，也日渐显现出来，不迎难破解，增长难以为
继。改造提升传统工业尚需努力。提高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更是迫在眉睫，要清醒认识到：在
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没有自己“头脑”和“心
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应该看到，真正摆脱城市的“土气、小气、俗
气”，塑造“洋气、大气、雅气”的城市品格，需要做
的工作还很多很多。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和提升、
城市文化的保护和建设，前路依然漫漫。

应该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广大人民群众
的期待，还有不小的差距。郑州的收入水平，与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的地位还不匹配。

历史公正地记录了 10年走过的足迹，也忠
实地把发展的课题留给后来者。

（三）2011年，新世纪将进入第二个十年。有评
论说，中国的现代化，又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

立足新起点，踏上新征程。身披霞光，信心
十足，郑州阔步迈向新十年。

急管繁弦，战鼓催人。
一个城市，只有正确认识自己走过的历史，才能

在现实奔腾的浪潮中把握方向；也只有正确理解自
己的道路，才能在城市间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主动。

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新的工作思路的形成、
调整和完善，是郑州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最为关键
的原因。

康德说，凡是在理论上正确的，在实践上也
必定有效。

认识的来源是实践，认识的标准是实践，认识
的动力是实践，认识的目的也是实践。认识在实
践中检验，又在实践中得以修正和完善。

古语说，时移世易，变法宜矣。
形势变了，要求变了，相应的思路也要随之而改

变，该变的必须得变，不变就会被动，不变就会落伍。
我们既要坚持十年来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创

新的既有思路，又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像过去
十年一样，继续创新、适时调整、完善新思路。

坚持是一种胸襟，创新是一种眼光。

（四）在2009年年底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上，省委书记卢展工提出要保持经济社会发展
的好势头，就要坚持在实践中做到重在持续、重
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在 2010年 1月下
旬召开的全省“两会”上，坚持“四个重在”写入了

《政府工作报告》。
“重在持续”，要有持续发展的意识，要有持

续发展的思路和举措。“重在提升”，是经济社会
发展转型升级的出路所在。“重在统筹”，是谋划
全局、协调发展的重要方法。“重在为民”，是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所在。

“四个重在”，科学系统地回答了河南发展中带
有根本性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在河南的生动实践，
是统领河南经济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之要，为做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在坚持“四个重在”上，郑州要坚定不移地走
在全省的前头。

坚持“四个重在”，要在优化产业结构上做足文
章。更加注重三次产业的协调互动，在强力发展工业
的同时，提升传统服务业，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
在未来十年内，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坚持“四个重在”，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上下大工夫。调结构，促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是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选择。国内一些省、
市已经搏击潮头，率先行动，取得了新一轮竞争的
主动权。郑州必须率先而为，有耳目一新的动作，
有惊人一跃式的进展。抓住“转变”和“加快”这两个
关键词，在“加快”上用实劲，在“转变”上动真格。使
命在身，义无反顾。

坚持“四个重在”，要加快以郑东新区为核心
的郑州新区建设。2009年年初，省委、省政府明
确提出依托郑汴一体化，规划建设郑汴新区，作
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加快培育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郑州新区作为
郑汴新区的主要空间区域，成为中原城市群发展
的重中之重。拥有“历史发展的长远眼光”，寄托
着率先建成“三化两型”新城区的梦想，郑州新区
已扬帆起航。沙软潮平，一望无际，乘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老城区要体现出宜居特色，体现出保护改造
的内涵。咬定“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
理和高水平经营城市”目标，不动摇，不走样，不懈
怠，彻底消除城市“土气、小气、俗气”的痼疾，真正
体现出“洋气、大气、雅气”的郑州气派。

坚持“四个重在”，要奋力实现文化发展新跨

越。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因素，文化核心竞争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或
地区获得可持续竞争能力的关键。城市文化所
塑造的城市形象，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历史坐标，
文化产生的巨大利润，深刻影响着一个城市在全
国甚至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位置。按照既定的思
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确保人民群众的
基本文化权益和多样化需求。打造更多的在全
国叫得响、应者众的大品牌，使文化产业真正成
为郑州崛起的引擎和加速器。

坚持“四个重在”，要更加注重民生。发展依
靠群众，成果由群众共享。要努力把郑州的收入
水平，提高到与郑州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人民群
众的生活更加舒适，更加安居乐业，社会保障更
加完善，教育更加公平，健康更加保证，人民群众
的笑脸更加灿烂。

（五）发展未有穷期，郑州还在路上。
2008年 7月 24日，市委九届九次全会召开，

会议提出了“三化两型”城市建设的目标：“要力争
经过10年到15年的不懈奋斗，把郑州建设成为现
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和生态型、创新型国家区域性
中心城市。”

郑州正在展开的“三化两型”图景，其独具一
格的风范和模式，将汇入“中国经验”、“中国模式”，
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郑杭生评价说。
这位以研究社会学著称的学者称，“三化两

型”建设，将推动郑州跃出初级发展的窠臼，真正
驶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三化两型”提出两年来，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稳步推进，成果日渐凸显，一座轮廓清晰的“三化两
型”城市，正一步步向人们走来。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三化两型”城市
建设的步伐将会更加铿锵。这个步伐，又将汇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壮阔进程。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
水平的小康社会”。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实现这个“雄心壮志”的目标的伟大进程，会更加
壮观豪迈，更加激动人心。

多少梦想、多少憧憬。这又是一幅多么令人
热血沸腾、令人神往的壮美画面。

回望过去，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超越历
史，超越已经达到的高度，郑州人民义无反顾地
扛在肩上。

新的契机，新的希望。茹泽朗说，记住并相信这
么一条真理，未来不在命运中，而在我们自己手中。

手挽手，肩并肩，努力干，阔步迈向新十年！

本报讯（记者 潘燕
实习生 丁静茹）昨日下
午，市长赵建才会见了正
在我市考察的美国佩卡
国际集团主席马克·皮格
特一行。

赵建才向客人介绍
了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概况，并重点介绍了我市
汽车工业发展情况。他
说，郑州地理区位优势
明显，资源丰富，具有一
定的科研基础和一批高
技术人才，加上周边地
区的零部件产业为发展
汽车工业提供了便利条
件，汽车工业已成为郑
州市的支柱产业。郑州
每年的市场汽车贸易量
约占全国的 1/10，已建成
了汽车零部件企业 100
多家，形成了从零部件到

整车生产、销售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

赵建才表示，为推动
汽车产业和装备制造业
发展，河南省和郑州市政
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和措施，并制定
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
规划，力争通过几年努
力使郑州成为全国年产
百万辆汽车生产基地。
佩卡公司拥有世界领先
技 术 和 优 秀 的 管 理 团
队，希望双方能够加强
各方面的合作。

在副市长孙金献陪
同下，美国客人参观考察
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恒
天重工，详细了解载货汽
车项目情况。

市长助理、市政府秘
书长张学军会见时在座。

郑州汽车零部件
企业已达百余家

赵建才会见美国佩卡集团客人
希望加强合作

今天，“新世纪·郑州十年”大型系列
报道画上了圆满句号。

从 4 月 23 日第一篇报道“十年跨越
谱华章”见报开始，到今天报道结束，“新世
纪·郑州十年”系列报道已经持续了将近一
个月时间。从报道持续的时间、报道规模、
投入的力量等都是郑州日报前所未有的。
可以说，这组大型系列报道在郑州日报历史
上留下了鲜明的、浓重的“痕迹”！

报道陆续见报以来，各种好评通过电
话、短信、邮件、论坛不断反馈到编辑部。
一些读者说，郑州十年变化的确很大，但
以前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通过阅读你
们的报道，才真正明白郑州到底发生多大
的变化，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一些县
（市）区、市直委局的负责同志把每期郑州
日报的报道剪下来，留存资料。一些高

校、科研机构的学者评价说，你们的报道
立意高远，材料翔实，论述到位，鼓舞人
心。一些媒体同行向我们表示祝贺和敬
意……党报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和
见证者，我们为尽到应尽的职责而欣慰。

感谢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著名
书法大家张海先生为这次报道题写了栏
目名称和报眉——“新世纪·郑州十年”，
大师的书法为本次报道增色了许多。

感谢中共中央党校、河南省委党校、北方

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科学
院的专家学者，为本次报道提供的学术支持，
他们的精彩点评，提升了报道的厚度和品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同志是
这次大型报道的总策划、总监审。去年年
底，丁部长两次提议搞这么一组报道。该
组报道的框架结构、报道规模、每篇文章
的写作思路，都是部长亲自确定。在写作
过程中，丁部长十多次到报社指导，与参
与写作的记者座谈，谈要求，谈体会。稿

子初成后，丁部长对每篇稿件都进行反复
推敲，从表述、提法、数字，到文章的开头、
层次、转承、语言、结尾等方面，严格把关，
字斟句酌，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每篇
文章最后都由部长审定签发。记者们说，
稿子修改了不知道多少次，部长把我们都

“榨干”了。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种磨
练乃至心灵的“煎熬”，就是一个涅 的过
程。记者们反映，通过写这组稿子，普遍
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将来驾驭这类重
大题材稿件就更有底气了。

欣逢盛世，郑州不平凡的十年，为我
们提供了足够的振奋人心的素材，鼓舞了
我们搞好报道的信心，这是我们的幸运和
责任。“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总结过去，着眼未来，我们为郑州骄
傲，我们为郑州喝彩，我们为郑州祝福。

十年风云一纸书
——写在“新世纪·郑州十年”系列报道结束之际

本报编辑部

我省出台意见建立用人新机制

从基层一线遴选上级机关公务员
本报讯（记者 王红 实习生 李爽）为

进一步拓宽选人渠道，优化公务员队伍结
构，昨日，省委组织部、省人保厅和省公务
员局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公开遴选公
务员工作的意见》，今后，我省将有计划地
从基层和生产一线公开选拔优秀公务员
到上级机关工作。

按照全省试点方案，遴选公务员将按
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采取考
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民主、公开、
竞争、择优的原则，有计划地面向下级机
关选拔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熟悉基
层情况的优秀公务员到上级机关工作，建

立健全来自基层一线的公务员选拔培养
机制，逐步改善省、市级机关公务员队伍
结构，形成优秀人才到基层和生产一线
去、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从基层和生产一线
来、良性互动的正确用人导向。

今后，省、省辖市级机关，省、市级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出现职位空缺
时，都要有计划地拿出一定职位公开遴
选；遴选对象为下级机关担任科级正职以
下领导职务或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
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

按照规定，凡参加省级机关公开遴选
的，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参加

省辖市级机关公开遴选的，应当具有大学
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一般要求在40周
岁以下。遴选机关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拟
遴选职位的专业及其他要求。

为鼓励更多优秀人才深入基层工
作，今后，省级机关补充主任科员以下
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的公务
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原则上从下级
机关公开遴选，或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
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试录用。省辖市级
机关也要逐步扩大公开遴选和从具有两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试录用
公务员的比例。

总策划
总监审
协 调 李 平
统 筹 王家坤

丁世显

本报今日五版推出“新世纪·郑州十年”视觉版：《航拍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