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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2010年，是推进“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
的承启之年，也是实施跨越式发展新“三年行动计划”的
关键之年。为确保圆满完成跨越式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新郑市以2010年“十个十”项目建设为重点和抓手，进一
步壮大板块经济，着力打造特色板块“动力源”，助推全
市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据了解，该市2010年“十个十”项目中共有117项建
设项目，其中由新郑市安排的建设项目有105项，总投资
334.8亿元，当年计划投资103.8亿元。主要包括：十大规
模企业扩张增效工程；十大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工程；十
大交通枢纽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十大文化旅游开
发工程；十大商贸市场及现代服务业工程；十大重点招
商引资工程；十大现代农业及生态水系建设工程；十大
房地产开发及城乡新型社区建设工程；十大民生工程；
十大国家、省、郑州市重点工程。

林立的塔吊、穿梭的车辆、轰鸣的机
器、忙碌的工人……走进新郑，处处可见抓
生产、上项目的火热场景：总投资约 10 亿
元的中储粮新郑油脂油料仓储物流加工基
地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油
罐的安装工作；总投资 30亿元的郑州宏业
纺织有限公司一期10.8万锭纺纱加工项目
已全部建成并顺利投产；背街小巷改造、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民生项目正快马加鞭火
热进行……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发展。基于
这样的认识，新郑市以项目建设为统揽，今
年年初确定了 117项，涉及城市交通、农田
水利、商贸物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多方
面内容的新“十个十”项目。在项目的推进

过程中，该市深入推行百名领导干部联系
百家工业企业、协调百项重点工程、新招百
个投资 5000万元以上企业和项目的“三个
一”工作机制，深入开展“进企业、访企情、
解企难、增企效”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大力
倡导“只要项目定了干，一切手续我们办”
的理念，建立项目集中会审、联审联批制
度，全面推行主办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窗
口代办制、服务回访制，做到“项目引进系
列化服务、项目建设全方位服务、项目投
产经常性服务”。截至 5 月底，全市新开
工、续建、投产项目达 110 个，其中亿元及
以上项目达24个，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达
51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7.6 亿元，同比
增长26%。

与此同时，新郑市充分发挥“项目
带动”战略，进一步创新招商理念、创新
招商方式，在保证基本地价、基本税收、
老百姓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条件
下，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着力引进一批
品牌型、科技型、规模型、财源税源型的
重大企业和项目。并按照“意向项目抓签
约、签约项目抓动工、在建项目抓投产、投
产项目抓增效”的要求，认真研究如何推进
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大员招商、本地企
业规模扩张和企业运作上市，力争签约一
批、落地一批、建设一批、达产一批。今年
上半年，该市共签约项目72个，其中5亿元
以上项目 6个，1亿~5亿元项目 27个，5000
万元至 1 亿元项目 18 个，工业项目 47 个，

总投资155.3亿元，目前已到位资金32.9亿
元，同比增长10.5%。

大项目促进大发展。项目建设在助
力新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也将新
郑的经济带动得生机勃勃，1~5月份，新郑
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3.8 亿元，同比
增长 15.2%，增速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
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 18.26 亿元，同比增
长 16.5%，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6.31 亿
元，同比增长 25.4%，位居全省第二位。
更可喜的是，继福建达利集团抢滩新郑
后，投资 3 亿元的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项目也在新郑落地开
花。在这些大项目的牵动下，新郑的明天
将会越来越美好。

紧紧抓住项目建设
这条生命线

若 水

“项目建设是全市工作的生命线，没有项目一切
都是空谈”；“项目是经济工作的重点”；“要坚持抓环境
促项目、抓项目带环境”……重点项目建设是新郑经济
发展的主动力，2010年，新郑全面掀起重点项目攻坚
热潮。

项目建设，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发展是
硬道理。新郑要实现加快发展，关键是要突出最核心、
最关键、带动力最强、牵引力最大的工作，以重点突破
之功，收推动全局之效。就新郑现阶段而言，经济发展
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快项目建设。要紧紧抓住当前项
目建设的有利时机，抢时间、抢进度，努力形成你追我
赶、争先恐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要加快年初确定
的“十个十”项目建设，做到早开工建设、完善手续、投
入使用、惠及百姓。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是关键。要创新招商理念、
创新招商方式，在保证基本地价、基本税收、老百姓的
基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条件下，思想再解放一些，政
策再优惠一些，着力引进一批品牌型、科技型、规模型、
财源税源型的重大企业和项目。要按照“意向项目抓
签约、签约项目抓动工、在建项目抓投产、投产项目抓
增效”的要求，认真研究如何推进产业链招商、以商招
商、大员招商、本地企业规模扩张和企业运作上市，力
争签约一批、落地一批、建设一批、达产一批。

项目建设，要在全市上下形成“事事关系投资环
境，人人都是新郑形象”的共识。要一如既往地提供优
惠政策，全力支持项目建设和发展。做到项目引进系
列化服务、项目建设全方位服务、项目投产经常性服
务，努力在干部群众中形成“亲商、安商、富商、护商”的
友好感。要坚持规划先导，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认
真解决企业所需水、电、热、气以及土地等问题，为企业
顺利入驻和项目加快建设创造良好条件，为引进战略
合作伙伴和龙头企业项目打造靓丽窗口。

项目建设，还要牢固树立“质量重于泰山”的思
想。围绕抓安全、促进度、保生态、树廉洁的目标，要强
化对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管理，建立和完善相
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管理，坚
持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精心施工，把工程质量与工
程进度结合起来，确保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全力打
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政工程和满意工程。

郑州宏业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红星

记者：王总您好，请问今年宏业纺织第一期工程完成
情况如何？

王红星：宏业纺织第一期工程已经全部完成，10.8万
锭的产能已全部投产，1~6月份累计生产3750吨，从7月份
开始每月将达到1000吨以上，产销两旺。

记者：您对新郑的项目建设有多少了解？新郑的项目
建设给你们企业带来了什么？

王红星：今年新郑确定的“十个十”项目，其中就有我
们宏业纺织的纺纱加工项目。新郑市十分注重项目建设，
也给我们企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领导干部经常
深入企业协调解决问题，我们在建设中遇到的困难一个电
话就能解决，这为我们企业顺利投产奠定了基础。

记者：在新郑市“以商招商”的活动中，宏业是如何发
挥自己的作用？

王红星：宏业纺织是锦艺集团旗下的企业之一。锦艺
集团在福建已经创办20多年，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来
到新郑市投资办厂的几年时间里，新郑市给予了优惠的政
策与良好的服务。我们公司在新郑建成并实现投产，可以
说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锦艺速度，而这主要得益于新郑市
的高效作风和优质环境。我也很愿意邀请朋友来新郑投
资兴业,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闽商在新郑安家。

项目之花遍项目之花遍新郑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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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项目建设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大发展，也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认同。不论是在新郑投
资兴业的企业界朋友，还是在家乡干事创业的市民群众，都对新郑项目建设拍手称赞。

王红星

刘运伟

李敏董黑汉张文霖

刘少琴
工人们冒着高温酷暑加紧建设重点民生工程

——经济适用住房。

新郑国税的优质服务赢得了客商的高度称赞。

新郑市薛店镇常刘村村民、建筑工人 刘运伟：
建设新家甜如蜜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也是新郑市“十个十”项目之一。在该
市薛店镇常刘新村，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施工。既是本村村
民也是建筑工人的刘运伟告诉记者，过不了多久，全村602户
居民将全部迁入新居。

记者：家里有几口人，你感觉经济负担重吗？
刘运伟：我家有四口人。我经常在镇里打工，老婆开了个

小商店，也能挣点钱。两个孩子上学又不用交学杂费，而且我
还年轻，平时没有感觉经济负担重。

记者：你作为一名建设常刘村的建筑工人，同时又是即
将搬入新居的常刘村村民，在建设房屋时是否有一种特殊
的感情？

刘运伟：有。之前一直都在盖房子，那是建给别人住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可以说就是建给自己住的。想着等房
子建成后，我们就会住进自己亲手建造的新房子里，心里很激
动。我只想赶快把房子建成，尽快地住进新家。

记者：跟以前的居住环境相比，你觉得哪里更好些？
刘运伟：当然是现在这个地方好啊！这里临近公路、靠近

镇区，将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附近企业也很多，更有利
于我们就地打工。等我们的楼房建成后，通过硬化、绿化，环
境也会随着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后在这里生活，将分不出城
里人和农村人，我们也可以站在窗户前看楼下的场景。现在
市里正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想想以后的好
日子，我的心里就很甜。

本报记者 赵丹高凯陈扬尹春灵李伟栋孙秀春

河南六盛钢材交易中心董事长 刘少琴

总投资6.2亿元的河南六盛钢材交易中心于今
年3月份落户新郑，目前该项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施工建设。

记者：刘总您好，河南六盛钢材交易中心作为
郑州市2010年钢材物流重点工程项目，咱们企业是
怎么定位的？

刘少琴：河南六盛钢材市场也是庚寅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期间在新郑签约的一个“重量级”项目，
其定位是建立一个信息化、智能化、面向全国的钢铁
物流园区。它的建立将彻底结束郑州市广大经营钢
材商户没有固定场所的历史，有力推动新郑经济的
发展。

记者：听说刘总不仅仅自己在新郑投资，还介
绍朋友来新郑投资，为什么会选择在新郑呢？

刘少琴：之所以选择新郑是因为新郑区位优
越、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新郑市委、市政
府和各级各部门务实的工作作风。我打算从今年开
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新郑，而且今年 3 月份我们公
司已经在新郑市的新村镇签约了房地产项目，我们
企业有信心在新郑这片土地上发展壮大。

河南康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张文霖

记者：请问康泰公司目前的产量规模及销售网络有
多大？

张文霖：在新郑市的大力支持和帮扶下，现在我们康
泰的年产量能达到5万吨，公司的销售遍布全国各地，河
南生产基地的产品主要销往 5个省市，包括河南、河北、
山东、山西和湖北。

记者：请您对公司的发展情况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
张文霖：我们康泰公司是在2006年和新郑市政府达

成协议的，2007年建厂并投入使用，到目前为止，一期工
程已经全部完成，二期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发展
还是比较平稳的，在 2009年的时候，公司共出了 23项专
利，并且申请了“河南省工程技术中心”，现在正在审批当
中。

记者：在新郑投资兴业，觉得新郑的环境怎么样？
张文霖：新郑的区域优势非常的明显，这几年的环

境是越来越好了，发展也是相当迅速，给我们公司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另外新郑对我们也是相当支持，相关
部门负责人每周都会来调研，及时对我们遇到的问题进
行解决，使我们稳定的发展得到了巩固。

新郑市观音寺镇唐庄村村民 董黑汉：
民生工程让百姓生活节节攀高

“解决10.5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实现村村通
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全面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增
参保人员 1.5 万人；建设集中供热站，扩大供热覆盖面
……”这些是2010年新郑市政府为民办理的十件实事。
为了确保实事的扎实推进，该市把其列入“十个十”项目
建设——十大民生工程中，力促社会和谐、民生改善。

记者：村里建了安全饮用水工程，您觉得对自己生
活有什么改变？

董黑汉：改变太大了！以前村里水很浑浊，喝起来
还有股怪味，吃水大家不得不买桶装矿泉水，自从去年
政府给咱挖了深井，通了自来水，大家高兴坏了，喝着那
水真是甜到了心里。

记者：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了吗？
董黑汉：当然参加了，我们村几乎所有人都参加

了。合作医疗已经实行4年了，开始大家都不信，后来邻
村刘占军住了院，最后报销了一万多元的医药费，大家
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今年我们村又建了村级卫生
室，听说那里的医生都是政府发补助，他们光管看病，不
靠卖药营利，而且看病钱还可以拿医疗本报销。咱农民
再也不怕看病难了。

记者：请问您知道农村养老保险吗？
董黑汉：不就是给俺农民“发工资”嘛，知道，我正在

办呢，等办好了，也能像城里人一样有退休金了……现
在的生活真是好啊，看病不愁、养老无忧。俺是真的从
内心感谢党和政府！

郑州宏业纺织有限公司职工李敏：
在家门口上班就是方便

坐落在新郑市龙湖镇的郑州宏业纺织有
限公司，一期10.8万锭生产线已建设投产，年
可生产纯棉精梳纱及功能性纤维混纺纱1.6万
吨，销售收入达6亿元，可创利税7500万元，并
新增就业人员1000人。工厂一落地，就吸引了
大批当地富余劳动力前来应聘。今天被记者
采访的李敏就是龙湖当地人。

记者：你家是龙湖镇哪个村的？
李敏：我家就在企业所在的这个村——林

锦店，每天来上班我都是走路，五分钟就到了。
记者：在自家门口上班怎么样？
李敏：很好，再方便不过了。以前在郑州

打工，一个月挣的钱除去房租、伙食费也剩不
了多少了。在这里上班不仅离家近，更重要的
是这个工厂环境好，也能学到技术。

记者：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有什么感
受？

李敏：刚进企业在车间工作，那时比较累，
工作满一年后，企业施行内部择优、竞争上岗，
我就在那时考入了供销部，企业人性化的管
理、健全的岗位竞争机制，我感觉在这样的企
业工作心情很舒畅。

刘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