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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注

新郑市第一批移民安置点共安置淅川县金
河镇观沟村和上集镇新李营村移民 417户 1684
人，将分别于8月10日和8月21日搬迁到薛店镇
岗周移民点和郭店镇小杨庄移民点。

截至目前，第一批两个移民新村房屋主体和
内外墙粉刷建设已全部完工，室内门窗、水电安装
也接近尾声；移民新村村委会、学校、服务中心等

公益设施正在进行主体收尾和墙体粉刷。新郑正
在做好一切准备，迎接第一批移民到来。

第二批移民安置工作中，郭店镇南街村、岗
时村、梨河镇镇区三个移民安置点已经对接成
功，共安置移民628户、2511人。目前，第二批移
民新村建设用地放线、考古工作、供水、供电工程
正在开展。 本报记者 高凯石丹刘栓阳 文/图

仲夏时节，走进新郑，映入眼帘的是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郑州达利食品有
限公司项目所在地的工人们正忙碌着丈
量土地，迎接 7月 17日的奠基仪式；郑州
宏业纺织有限公司车间外，长长的集装箱
货车正在发动，这些产品将送往浙江、广
东、福建等地；华辕煤业工地建设现场如火
如荼……

据统计，2009年，新郑食品、烟草、煤
炭、纺织及现代服务业的总量占全市经济
的半壁河山。2010年 1月至 5月份，食品、
烟草、煤炭、纺织四个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53.2亿元，占全市19.6％；2010年第一季度
第三产业增加值19.5亿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打造
特色产业。优化经济结构是提升经济整体
素质的根本途径。特色就是竞争力，特
色就是影响力。”新郑市积极转变思路，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县域经济跨越发展之路。

做优做实食品产业
食品产业一直是新郑的传统优势产

业。“好想你”红枣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
认同为“中国的咖啡”，也早已成为新郑一
张靓丽的名片。在新郑还有正龙食品、加
加酱业、“小二黑”等众多食品品牌。新郑还
荣获“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市）”和“全国食品
工业十大发展特色县（市）”荣誉称号。新郑
通过抓扩张增效、链条延伸和品牌培育，不

断把产业规模做大、实力做强。2010年1月
至 5月份，该市食品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6.9亿元，同比增长32.5%。今年6月，郑州
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成功入驻，为该市打
造以方便面、饮料、植物油、酱醋调料、枣制
品和医药水针剂生产为主的全省食品药品
加工业基地注入了新鲜血液。“到2014年，
要实现食品产业总产值183亿元，利税总额
33亿元。”该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做深做好烟草产业
烟草行业既是新郑的支柱行业，又是

一直以来重要的纳税大户。新郑利用基础
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环境优势，不
仅充分发挥河南中烟公司新郑卷烟厂作为
全国重点卷烟工业企业的优势，实施扩张
增效工程；还注重产品的创新和升级，搞好
策划和运作，着力打造新郑卷烟厂的高端
香烟品牌。在扩张增效、提升产能的同时，
还充分挖掘潜能、发挥优势，做好印刷包
装、仓储物流等相关配套产业，形成了以烟
草为主的链条经济。

2010年1月至5月份，烟草企业实现工
业总产值19.6亿元，同比增长2.4%。河南中
烟公司新郑卷烟厂负责人介绍说：“要力争到
2014年，实现总产值73亿元。”

做精做细煤炭产业
“要发挥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不仅要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更要
提高产业层次和企业效益。”新郑市领导提出。

新郑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地下煤炭
储量达 13.5亿吨，如何做足“煤炭”文章，发
展循环经济，成为新郑重要的发展方向。该
市牢固树立循环经济理念，以工业共生和物
质循环为特征，大力发展以矿区服务、建材
及煤电、冶金等为主导的特色产业，进一步
完善产品代谢链和废物代谢循环链，形成了

“能源节约、链条完善、相互转化”的循环经
济模式。在抓紧谋划实施一批重大建设项
目，拉动即期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夯实长
远发展基础，着力建设省级生态型、循环型
煤炭综合开发区。经过洗煤厂、选煤厂的筛
选加工，1吨精煤及相关附产品的综合效益
成倍翻番，对财政的贡献率也大幅提高。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总投资 22 亿
元、年产300万吨的赵家寨煤矿，总投资7.5
亿元、年产 180万吨的王行庄煤矿等龙头
企业相继建成投产，辛店煤炭循环经济产
业园被列入省级循环经济试点。2010年
1月至 5月份，煤炭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6亿元，同比增长73.7%。

做大做强纺织产业
作为河南省纺织服装产业基地，纺织

产业既是新郑承接郑州产业转移而兴起的
产业，又是新郑未来的朝阳产业和支柱产
业。2010年1月至5月份，该市纺织企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3.9亿元，同比增长36.3%。

新郑坚持在补链上下工夫。围绕宏业
纺织等龙头企业，发挥连带效应、联动
效应，着力引进一批关联企业，通过互

为市场、互为上下游和产业集聚，形成
了对内抱团发展、互惠互利，对外共拓
市场、共赢市场的良好局面。近年来，
郑州一棉、宏业纺织先后建成投产，郑
州五棉也将入驻。新郑纺织服装产业园
被确定为全省纺织服装产业基地。

创新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强大引擎。纺
织服装产业既是绿色产业，也是时尚产
业。新郑积极把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文化
旅游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打好文化品
牌、科技品牌。预计5年后，纺织产业总产
值将达100亿元，利税总额18.5亿元。

做足做够现代服务业
低碳，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主流的一个

代名词。现代服务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就业容量大，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低
碳经济。新郑提出“发挥文化优势、繁荣商
贸物流”，打好文化、旅游、市场三张牌。
近年来，按照“高标准筹备大典、高规格
邀请嘉宾、高层次举办活动、高质量招引
项目、高效能推动工作”的要求，黄帝故
里·河南新郑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显著提升。拜祖大典期间，新郑招商引资
盆满钵丰，特别是商贸物流、批发市场等现
代服务业项目。其中投资 36亿元的北京
国瑞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和郑州石材工业
园项目、六盛钢材市场、服装市场等大型专
业批发市场的入驻，为新郑着力打造服务机
场、辐射中原的现代物流配送基地注入了
强劲动力。

审时度势 寻找推动发展新的突破点
近年来，新郑市不断加大党员干部队伍

建设力度，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了较大
提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但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
逐步转型以及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的出
现，有些党员干部不善于学习、思想不够解
放、思路放不开等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一
定范围内影响着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针对这种现象，新郑市委、市政府在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竞

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但首先是思想观念
的竞争，思想观念的闸门一旦开启，就会产
生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活力，
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观念
能不能转变，思路能不能拓展，头脑是不是清
醒，决策是不是科学，显得至关重要。

鉴于这样的认识，新郑市委、市政府有
了一个明确的理念：面对当前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大势所趋，面对新郑实施全民创
业的主题，需要用学习培训的方式，用学以
致用的效果，从思想观念这个“总开关”、“总

源头”入手，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的素质。
于是，新郑市把强化学习培训，转变思想观
念，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作为推动发展的
新的突破点，将今年确定为“干部培训年”，
通过开展各种类型的学习培训，让新思想、
新理论、新经验不断注入党员干部的思维活
动，以党员干部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观念进
一步更新、思维进一步科学、思路进一步开
阔，促进领导方式转变，进而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推动全民创业、跨越发展。

(下转第二版）

省人大检查组检查新郑
“一法一条例”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李楠楠）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
代生带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新郑检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和《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
例》落实情况。郑州市领导栗培青、王跃华及新郑市领导
吴忠华、王广国、李书良、李志强、孙阔、彭德成陪同。铁
代生对新郑市农业机械化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该市
继续深化认识，认真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做好农业机
械化工作，力争这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省、郑州市水利系统
老领导察看新郑水利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扬）7月 2日，河南省水利厅和郑州
市水务局老领导到新郑市察看指导工作。新郑市领导吴
忠华、李志强陪同。老领导们先后到薛店观沟移民新村、
薛店水厂、龙王乡万亩中产田改造达标示范工程、八千乡
万亩低产田升级示范田工程、轩辕水库、中心城区新区、
市老年活动中心，了解新郑市新农村建设和水利建设等
情况。通过察看，老领导们对新郑水利建设和新农村建
设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

郑州市督导组检查新郑
创先争优和扶优扶强工作

本报讯（记者 吉祥）7月 2日，郑州市督导组到新郑
检查指导创先争优和扶优扶强工作开展情况，并实地察
看赵家寨煤矿、选煤厂等地的生产建设情况。新郑市领
导刘德金、马少军参加座谈会。

通过听取汇报和实地察看，督导组对新郑创先争优
和扶优扶强工作表示满意，希望该市继续高度重视、再
接再厉，科学规划、顺利推进，确保创先争优和扶优扶强
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月月促阵 月月奖惩
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陈扬 刘栓阳）近日，新郑市召开 2010

年度新农村建设第三次现场观摩会。该市领导吴忠华、
王广国、刘仲利、李书良、马国亮、刘德金、李志强、靳瑞
生、王建民、张顺安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先后察看了和
庄镇付庄村等6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
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一起观看了现场观摩以外其余 7
个新农村示范村现场录像。

就如何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议要求，既要注
重建设新村，又要注重土地整理；既要注重政府主导，又
要注重市场运作；既要注重示范带动，又要注重整体推
进；既要注重督促检查，又要注重奖罚兑现；确保新农村
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就如何做好下步工作，会议强调，一要提认识，算好
三笔账。要算好经济发展的空间账，算好群众得到的实
惠账，算好党和政府的民心账。二要高标准，当好三个示
范。要当好规划建设的示范，当好民生改善的示范，当好
民主管理的示范。三要明责任，发挥三个作用。要发挥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第一责任人和乡镇长（主任）
直接责任人的作用，发挥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居）委
会主任具体责任人的作用，发挥广大基层群众的主体作
用，推动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创新理念 科学安排
再掀项目建设新高潮

本报讯（记者 孙瑞）近日，新郑市领导王广国、李颖
军、王保军、孙亚东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该市部分重点
企业和项目建设工地，实地调研，现场办公。

王广国一行到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建设工地，
了解企业运行和项目建设情况，询问他们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现场办公予以协调解决。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新郑市领导指出，下半年，
全市各单位要突出项目建设主题，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及为企业服务的力度，迅速在 7月份掀起项目
建设新高潮，促使意向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开工、开
工项目早投产，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积蓄后劲。在具
体工作中，各单位要注重理念创新，把握新趋势、谋求新
转变、实现新跨越。要围绕破解土地难题创新，运用好土
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和违法用地整治力
度；要围绕破解资金难题创新，整合各种资源，畅通融资
渠道，转变融资方式，筹集建设资金；要围绕招商引资创
新，在坚持不懈开展小分队招商的同时，注重研究企业投
资走向，关注沿海企业转移动态，瞄准重点企业、关键行
业和领域，大力开展以商招商和协会招商，着力引进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

郑州市纪委领导参观
新郑反腐倡廉书画展

本报讯（记者 李伟彬）7月 1日，新郑市在市博物馆
举办反腐倡廉书画展，庆祝建党89周年。郑州市纪委有
关领导及新郑领导吴忠华、王俊杰、景雪萍、戴宇林出席
开展仪式并参观展览。

此次反腐倡廉书画展由新郑市纪委、宣传部、文联、
文广新局等单位联合举办，展出反腐倡廉书画作品 200
余件。在为期10天的书画展期间，该市将组织各级党员
干部、群众观看，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
在全市营造清正廉洁的社会风气。

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
问题，根本途径在于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讲转变，首先要从党员领导
干部开始。今年以来，新郑市从强化
学习培训入手，大力实施“三个九”万
人培训工程，探索出了一条以学习培
训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以素质提
升促进领导方式转变，以领导方式转
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子，为经济
社会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上 图 抑制不
住即将乔迁新居的
喜悦，移民代表们
开心地笑了！

左 图 移民新
村布局合理，整齐
有序，村巷相通，环
境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