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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一号提案——

高标准建设郑州都市区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正

式开幕。共青团界别的市政协委员王伟向大会提交提案——
《高标准建设郑州都市区》，该提案被确定为市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的一号提案。

提案指出，建设郑州都市区，是全面提升郑州作为中原
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提升郑州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
的重要抓手。

如何高标准建设郑州都市区？提案建议，采取公开招
标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征集国际性知名规划设计单位，
高标准规划郑州市都市区“大盘”；按照国家“两横三纵”的
城市化战略格局，依托中心城区，“东西联动、两翼齐飞”，重
点发展郑州高新区和郑州新区，充分发挥郑州高新区在西
部组团以及郑洛工业走廊的辐射影响力及龙头示范带动作
用，并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中发挥其辐射影响周边地市及
邻近省份的重要作用。

提案指出，建设郑州都市区应围绕国家创新型城市建
设，依托郑州高新区所拥有的科技创新资源，全面扎实地抓
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实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积极实施自
主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将郑州高新区打造成郑州
都市区的科技创新极，通过科技创新计划，全面提升郑州都
市区的产业创新能力；要全面发展产业集聚区，着力提高产
业集聚区发展层次，对每个产业集聚区突出一个主导产品
或产品集群进行重点扶持，推进高成长产业、高成长企业、
高成长区域；依托郑州作为全国区域性交通枢纽的交通资
源优势，全面发展物联网，尽快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

爆发力来自起跑线
“爆发力来自起跑线”，这个田径竞技上的一般规律

尤其是它所包含的“早、快、实”三字要义，在“两会”现场
得以感性和鲜活的体现。

兔年春来“早”。嵩山饭店，市人大代表下榻和开会
之处，新年的祝福对联尚留余香，迎接代表的横幅已经叠
加而出，真可谓“双喜临门”！与以往不同，今年的“两会”

召开日期最早——正月初九，顽童们燃放的鞭炮还在间

或响起，人们还沉醉在春节的“余兴”之中来不及“回神
儿”，而事关郑州新的一年乃至未来五年经济发展和民生

福祉的“两会”便如约而至。
节拍旋律“快”。今年的人代会一开快节奏之先河：

当天报到当天开幕。于是，无论是大会的运转机器还是
人大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的步频，都明显加快了。记者留

心细数了昨日上午的大会流程：从8：40代表陆续报到至
中午12点，短短三个多小时内，总共就安排了各代表团召

集人和临时党支部负责人会议、各代表团会议、大会预备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等7项活动和会议，每项活动和
会议的时间都是按分钟来计算的！

举措处处“实”。代表开会都是带着实在“东西”有备

而来的。在金水区代表团驻地，省实验中学的校长王学
进代表在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前，埋头整理准备提交的

议案；新郑市代表团的石聚岭更是喜不自禁，他一边用手
提电脑整理准备提交的议案，一边点读着《政府工作报

告》第22页说：“你看，我们好想你枣业公司筹建中国红枣

综合产业园的建议都写进报告里去了”；惠济区代表团立

足于“早调研、早论证、早提交”的思路，截至记者昨日上

午11时采访，他们就收集到29份议案和建议，在尚未开
幕之前，这个16人的小团中，人均议案和建议近两份。素

有“议案大户”的王玉欣代表，早在春节前就向惠济区人

大提交了加大农村卫生创建投入、呼吁在贾鲁河上游铺
设截污干管等三项议案。昨日早上七点多他就第一个来

到代表团，再次提交了另外3个议案和建议。
“十二五”，起步走；都市区，在招手。精神抖擞的郑

州人民早早地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本报记者 党贺喜

今年的“两会”特别邀请了一个特殊

群体——网民参加。昨日下午，受邀旁听

“两会”的四位网友参加完大会开幕式后

立即在网上发帖，畅谈自己的感受。

中原网网友“寒江雪”：希望自己是架
设沟通桥梁的石子

第一次来到这个庄严的场所。国旗、

国徽、鲜花，还有如潮的掌声，现在我还
犹如梦里。

邀请网民参加“两会”，反映出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开明、开放，表

明人民的政府没有什么对人民遮掩的。

我由衷地钦佩市委、市政府倾听民意的

勇气和决心。政府和网民之间正在架起

一座沟通的桥梁，我希望是建桥的一颗石

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网友参与

其中，让更多网友的意见、建议传达上去。

商都网网友“一颗洋葱头”：开放的姿

态采纳民智
让网民旁听“两会”，传递三个信号：

一说明市委、市政府在以更开放的姿态

接收民意，采纳民智；二说明网民声音逐
渐得到更多的关注，网民的力量更多地

被社会正视；三说明市委、市政府正以更
加开放、包容的积极心态，渴望谋求更

多、更广泛的途径来听取意见、建议。

作为旁听“两会”的网民，要在代表委

员和网民中间做好桥梁，让更多的网络

民智参与到郑州的建设中来，汇聚网民

的力量，推动郑州跨越式发展。

大河网网友“老辛”：网上民意受关注
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郑州任

重道远。“两会”肩负全市人民重托和期
待，将对全市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作出部署。能够旁听会议，现场聆听政府

工作报告，了解权力机关决策过程，让我
感受到权力机关对网络舆论的关注和重

视，感受到社会对网民的认可和期待。
大会还为我们表达建议或批评、意见

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和有效的途径，我将

认真学习会议精神，用一个网民的视角，

把会议的精神传播到网络上。

大河网“大河论谈”主题帖：把虚拟的

网络力量转化为发展实在动力

通过旁听“两会”，近距离地接触和感

受到了党委和政府对网民参政议政的重
视。我要把“两会”真实地反映在网络

上，让更多的网民近距离、更直接地感受
到“两会”的动态和精神。“两会”应该是

议论的盛会、意见的盛会、思想的盛会，

更是民主的盛会。打开大门广纳民意，
是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体现；我们
更应该把虚拟的网络力量，转化为推动

郑州发展的实在动力。

本报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李龙 孟旭

见到陈卫华十分亲切，因为她不仅是市政协
的老委员，也是我市新闻战线的一位资深媒体代
表。她表示，政府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特别注
意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在城市建设中，广大农民工作为主力承担
着重要任务，但农民工本身却是弱势群体，在他
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需要我们社会各界共伸援
手。”陈卫华表示，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是一项
有效改善民生的举措，提供法律援助，不仅能帮
助他们找寻到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能坚定他们
对社会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赖。

陈卫华建议，作为农民工维权的职能部门之
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在开展为
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要主动加强与财
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卫生、工商部门
的沟通与协调，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更好地
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行政执法的衔接。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 许大桥 图

“我提议技术先进的医院可以把高质量
的服务、先进技术向基层推广；医生在统一标
准规范下科学合理用药……”昨日，针对广大
群众普遍关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来自
郑州大学医学院的市政协委员刘献志提出，
通过建立城乡“远程诊疗系统”和规范诊疗，
使病人看病易，同时降低看病费用。

刘献志认为，提高群众医疗保障重点不是
报销比例的问题，而是把看病整体费用降下
来。刘献志建议，我市可建立远程诊疗系统，由
技术先进的医院通过网络、视频等科技手段，免
费向县市区医院提供技术服务。对乡村病人的
疑难杂症甚至手术过程，医生不用亲临现场就
可通过“网络医院”进行指导，“这样就大大降低
了农村患者的就医费用。”

刘献志提出，我市还应该组织专家建立统
一的诊疗标准，科学、合理用药，减轻患者负担。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许大桥 图

长效机制稳定菜价
提案人：韩菊红
案由：建立稳定郑州市蔬菜价格长效机制
现状：2010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部分生活必须品价格

呈现涨幅加大的态势，特别是农产品价格蹭蹭地往上蹿，
令许多市民感叹“连青菜都快吃不起了”。2010年 11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
生活的通知》，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如何建立稳定蔬菜价格
的长效机制则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建议：积极发展本地蔬菜生产，建议加大政策倾斜和
资金投入，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和现代蔬
菜产业示范区。通过扩大本地蔬菜产量，提高我市蔬菜
自给率；减少蔬菜销售中间环节，增加蔬菜直销网点和农
超对接等蔬菜产销衔接措施，在特定时段为流动菜摊开

辟专门销售区域，减少蔬菜销售中间环节，形成稳定可靠
的产销网络；建立蔬菜流通“绿色通道”，建议政府加强蔬
菜批发市场的沟通协调，建立蔬菜流通“绿色通道”，免收
车辆通行费、进场费等，支持蔬菜运输，减少蔬菜流通过

程费用；完善蔬菜储备制度。建立政府主导调控的蔬菜
储备点，有效应对由恶劣天气、人为因素等引起的各种短
期菜价过大波动。 本报记者 覃岩峰

2010年，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预算为3443355万元，全年实际完
成3868040万元；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预算为4363001万元，全年实
际支出4267967万元。按现行财政体制算账，全市财政预算当年实现
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2011年预算安排基本原则：大力筹措经济社会发展资金；进一步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
业、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的支持力度，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确定
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积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引导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
增长；整合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集中财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11 年，全市将加大城建投入
力度，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广开融

资渠道，采取政府信用、企业担保、
信托计划、收费权质押、BT、BOT等多
种融资方式，加快建设轨道交通一
号线、二号线、三环快速路、京沙快
速通道，开工建设陇海路等高架工
程，推动郑开大道与京港澳高速、花

园路与连霍高速等互通式立交桥建

设。推进航空港和高速铁路两大综
合交通枢纽建设。新增、更新公交

车 500 辆，新开通公交线路 20 条。
支持积水点改造和雨污水管网建
设。完善城市环境卫生、供排水、供
气、供热和供电设施保障，加强生态
水系、公园绿地、教育、医疗、体育等
公共设施配套建设。

本报记者 王红

2010 年，全市财政用于教育、社
保、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改善
民生的总投入达到 186.6亿元。落实
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生学杂费
政策，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和涉农专业
学生免学费政策。市区新建、改扩建
15 所中小学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标准人均月增加148元。城市

和农村低保标准月人均增加15元、10
元。廉租住房新开工15.4万平方米，
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 166 万平方米。
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13.4万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11.2 万人。新农合财
政 补 助 标 准 提 高 到 每 人 每 年 120
元。新增片医负责制单位 27 个，覆
盖人口达到280万人。

2010 年，全市共发放粮食直补、
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小麦玉
米良种补贴等各类补贴 7 亿元，农业
人口人均补贴160元。补贴家电产品
48万台、汽车摩托车4.4万辆、家电以
旧换新 15 万台。完成 127 个新农村
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0多亿元。新增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5家，新建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3个。建成农村沼气
1万户，解决农村51万人的饮水安全问
题，新建、改建农村公路578公里。完
成整村推进项目29个，搬迁农户1992
户7295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
4300人，全市1.3万农民实现脱贫。

报告核心

在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郑州市财政局局长王春山作了《郑州
市201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今年，
市级财政预算投入将重点保障产业结构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
“三农”投入及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等4大领域，持续推进郑州都市区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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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我市将加大教育投
入，支持启动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解决“入园难”问题。实施优质
教育资源倍增工程。实施城乡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等项目建设等工作。推

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基本医
疗保障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水平，实行困难群众社会救

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保障基本生活。加强对高校毕

业生、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的就业服务与技能培训。加大

保障性住房投入力度，缓解低收入
群众住房困难。

加大“三农”投入

2011年，财政支出确保用于“三

农”的资金总量、增量不断提高。投

资5000万元支持设施农业发展，加

快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投资10000

万元扶持农副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大
力推进便民快餐店和蔬菜便利店“两
店”进社区工程。支持小型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和水土保持

等项目建设。加强财政扶贫和农业

综合开发。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稳定

发展的能力。继续实施对种粮农民

的各项补贴政策，加大农村教育、文
化、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力
度，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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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年实际完成城市建成
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12亿元。中心
区铁路跨线桥、花园口互通式立交工
程、东风路——文化路下穿式隧道、
科学大道—西三环立交工程、嵩山南
路——南四环立交工程等交通畅通
工程顺利建成。打通了 20 条断头

路。完成雨污水改造工程33项、背街
小巷道路改造106条。郑州绿博园竣
工开园。森林生态城工程新增造林
19 万亩。生态水系输水工程正式开
闸通水，河道生态治理总长度达 108
公里，“水通、水清、水美”的目标初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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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访市政协委员陈卫华

“网络医院”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访市政协委员刘献志

两 会手记

汇聚网民力量 推动郑州发展
网 眼看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