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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昨日上午，市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连维良、白红战、王旭彤、栗培
青、王平、赵明恩、雷志、刘全心、贾记鑫、李元法、周长松、
刘焕成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白红战主持。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长王旭彤关于各代表团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情况的汇报。代
表们普遍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对2010年和“十
一五”时期的政府工作进行了回顾，全面客观、说服力强，
讲问题不隐瞒、不回避、切中要害；2011年的政府工作安
排重点突出、措施具体，是一个求真务实、充满希冀、催人
奋进的报告。

在对《郑州市国民经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进行认真审议后，代表们认为，规划的总体发展思路清晰，
形式上打破惯例，为全市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绘就了
蓝图，凝聚着全市上下的集体智慧。规划中创新性大量
融入企业、项目等内容，将未来五年的发展任务具体化、项
目化，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保障民生上，规划提出了全
市就业、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具体措
施，体现了以人为本、打造和谐城市的信心和决心。

审议中，代表们还围绕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郑州都
市区规划建设、“三农”工作、城市建设与管理、民生改善
方面对政府工作和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报
告中的一些内容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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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覃岩峰）昨日，市领导连维
良、赵建才、李秀奇、李柳
身、丁世显、胡荃、赵瑞东、
高建慧、王林贺、孙金献、刘
贵新、舒庆、王哲、薛云伟、
王跃华、刘东、岳喜忠、王
薇、王建平、朱专兴、舒安
娜、牛西岭、陈西川、党普
选、张冬平、李新有、张民
服，市政协秘书长张桂兰等
分 13 组与出席市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们讨论
市政府工作报告。

委员们结合自身行业和
工作特点，对政府工作报告
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
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
对加强政府廉政勤政建设、
切实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
用、做好建筑节能工作、鼓
励企业提高产学研能力和
水平、加强公共文化体育设
施建设、扶持中小企业发
展、支持民办学校发展、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社会
公德教育、加强政府投融资
平台建设、加强社会养老事
业发展、整治违法建设、重
视和加强城市软实力建设
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意
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委员们的发
言后，市领导向长期以来为
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的政协委员表示感
谢。对各位委员提出的具
体问题、意见和建议，市领
导一一作了详细解答。市
领导指出，政协委员是各
个岗位、各行业的高层次
人才，听取委员们建议的
过程，也是理清思路、达成
共识、找准工作着力点、查
找工作不足、改进提升工作
的过程。市委、市政府将认
真研究分析各位委员的意
见和建议，纳入市委、市政

府的决策和工作部署，建立能够落实的工作机制。
市领导希望各位委员立足本职，充分发挥优势，多用
提案的形式反映问题，积极参政议政，为加快郑州都
市区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昨日下午，郑
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在市青少年宫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作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新生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杨祖伟作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执行主席王璋、姚待献、丁世显、
高建慧、李公乐、孙金献、刘贵新、舒庆、王
旭彤、王东升、沈世鹏、崔豫琳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市领导连维良、白红战、李秀奇、胡
荃、赵瑞东、乔新国、李恕海、岳修武、郝建
生、王鑫、康定军、栗培青、王平、赵明恩、
雷志、刘全心、贾记鑫、李元法、周长松、刘
焕成、王哲、薛云伟、王跃华、张建慧、岳喜

忠、王薇、朱专兴、舒安娜、牛西岭、陈西
川、党普选、张冬平、李新有、张民服，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新生，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杨祖伟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

下午的全体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
席团常务主席王旭彤主持。

市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530人，出席会议的代表498人，符合法定
人数。

白红战在报告中说，2010 年是我市
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圆满完成“十一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重要一年，也是我市
谋划建设郑州都市区、打造中原经济区核
心增长极的关键一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
在统筹、重在为民，紧紧围绕市委工作大
局、科学发展大局和人民利益大局，依法行
使职权，扎实开展工作，圆满完成了市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为我市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
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谈到 2011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时，
白红战说，2011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是郑州都市区建设的起步之
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在新的一年里，
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
全会和市委九届二十次全会精神，全面贯
彻中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
持“四个重在”实践要领，着眼全市工作大
局，依法履行职责，为推进我市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大会还书面印发了市人民代表大会法
制委员会工作报告。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按照地方组织法
规定的列席人员；有关机关、团体负责人；
政协市十二届委员和列席政协市十二届
三次会议的人员。

会议还特邀担任过正市级领导职务
和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领导班子
实职的老领导列席会议；邀请中央驻豫新
闻单位和省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列席会
议；邀请35名公民旁听会议。

富民才能强市 强市也是为了富民
本报记者 王红左丽慧

初春时节，伴随着“十一五”
渐行渐远的脚步，又是一个五年
的节点，又是一个五年的新起点。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
让市民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如
何 让 百 姓 生 活 品 质 有 新 提
高……针对这些问题，一个“崭
新”的词汇——“富民强市”首次

“亮相”政府工作报告。
连日来，出席市两会的代

表、委员纷纷就此建言献策，言
谈话语中流露出对富民强市的
热切期望，真知灼见里包含着对
构建和谐社会的深深思索。

“富民强市”成为改
善民生最强音

“以富民强市为中心任务，
加快富民强市步伐。坚持富民
优先、强市为要，在不断增强我
市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千方百计
增加居民收入。大力实施‘畅通
郑州’工程、‘菜篮子’工程、安居
工程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
生工程，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市长赵建
才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话，在
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共鸣。

为何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汇，
却能一下子引起大家的关注？
李元法代表的答案颇具代表性。

“富民强市一词，最关键的在于将
‘富民’放在了‘强市’之前，这不
仅体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发展相
协调的理念，更明确地传递出一
个信号：未来五年郑州将更加侧
重民生领域的建设和完善。”

“把‘富民’放在首位，能更

加凸显郑州市提升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的渴望，更加直接、更加
准确地反映改善民生的意愿。”
宋丰强委员认为，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能够明确地提出以富民强
市为中心任务的战略决策，这本
身就是一种最为生动的对科学
发展观的实践。这体现着市委、
市政府切实做到了放眼长远、从
长计议，切实把改善民生放在了
重中之重的位置。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代
表、委员们纷纷指出，加快富民
强市步伐，充分体现了市委、市
政府以人为本的爱民情怀，‘富
民’为首，才能更加有力地保障
和改善民生，这是保持社会和谐
稳定的根本之策。”来自基层的
邵富根代表观点鲜明，民生问题
关系群众冷暖，关乎人心向背。
民生问题解决得好，才能为发展
提供持久的动力。

“真金白银”从根本
保障富民优先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指
针，决定了富民强市首要的是富
民，改善民生是富民的先决条件。

回首“十一五”，郑州市无
疑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民生答
卷。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
我市着重向改善民生倾斜的财

政资金，不仅重视数量，而且注
重质量；不仅锦上添花，更是雪
中送炭。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
市公共财政用于解决教育、社会
保障、就业、医疗卫生领域的民
生支出累计达500亿元，其中“十
大实事”累计投入 135 亿元。许
多代表、委员深有感触地说，过
去五年中，郑州经济发展经历了
起伏，即便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
影响最为严重的时期，我市也始
终把改善民生摆在重要位置，高
度关注民生，惠民政策持续有
为、持续有效。从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的很多民生改善细节，就
可以看到市委、市政府坚持用真
心、动真情、下真功解决好民生
问题的决心。

保障富民优先，就是保障民
生优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在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
同时，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着
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富民
优先。这更让代表、委员们对未
来改善民生信心倍增。

“改善民生绝不是口号，要
把各项惠民措施落到实处，需
要把更多公共财政资源向民生
倾斜。”王春山代表说，兴财政、
促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
众谋福利，政府工作报告处处
关注民生，突出体现了公共财

政的本质要求。今年我市将调
整优化财政支出，加大“三农”、
教育、社保、公共卫生、住房保
障等民生投入。

按照今年郑州市市本级财
政支出一般预算安排，教育支出
21.8亿元；社保和就业支出16.78
亿元；医疗卫生支出 9.1 亿元
……几乎每项直接用于改善民
生的资金支出都比以往至少增
长了近 15％，可以说，公共财政
将用丰厚的“真金白银”，从根本
上保障富民优先。

在发展进程中坚持
一切为人民

自古道民富则国强，民安则
国定。同理，富民才能强市，强市
也是为了富民。百姓不富，城市
不强，二者互为支撑，互为依托。

“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坚持
富民为本、强市为基。富民强
市是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科
学发展、和谐安定最终要体现
和落实在富民强市上。”周春辉
代表说，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既
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
的持久动力。高度重视发展成
果的普惠性，着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居民
收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让市
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真正
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
落到实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
二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 10%，农民人均
纯收入年均增长 10%，新增城镇
就业 65 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50 万人。这是一幅振奋人心的
蓝图，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目
标。来自企业界的闫玉明委员
不仅感慨，只有全市的老百姓都
富裕起来，有了钱，才有消费，才
能搞活市场，郑州的经济实力才
能真正强大。

毛 鸿 雁 委 员 则 建 议 ，“ 富
民”，不仅要让全市人民物质生
活更富足，还要让全市人民精神
生活更充实，让全市人民过上更
加殷实的生活；“强市”，不仅要
提高城市经济硬实力，更要提高
城市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城市
综合实力。

围绕住房、社会保障、增加
居民收入等民生事项的热烈讨
论，一点一滴地丰富着富民强
市的内涵。未来五年的发展途
径，在讨论中越议越明晰；未来
五年的美好前景，在讨论中越
绘越丰满。

让富民强市之路越走越好、
越走越快、越走越宽。对于这样
的“十二五”，郑州人信心满满。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组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本报记者 陈靖 许大桥 摄

老家巨变
本报记者 郑磊

老家在中牟农村。
短短数十公里行程，且郑开

大道一马平川，即便如此，驾照
已到手三年的妻子总是不愿当
司机。

原因却让人哭笑不得：村里
的路，拐来拐去，各路“关卡”防
不胜防，比路考还难。

想想也是：柴草堆积如山，菜
园随处可见……本来不算窄的道
路，硬是成了独木桥。如有驾校
设在这里，培养出的定是高手。

“放心，有我呢，实在不行咱
换司机。”在我的游说下，老婆很
不情愿地答应了。

半个多小时，车就到了村口。

村南，一条宽阔公路直通东
西。拐进南北向的马路，原来路两
边胡乱放的砖堆、柴火堆无影无
踪，横亘马路的菜园子也难觅芳
踪。笔直宽阔的道路规划如一，粉
砌一新的墙壁辞旧迎新……

我下意识揉揉眼，确实没走
错，因为前方拐角处迎候的就是
朝思暮想的父母。对于父母来
说，儿女回家，年才开始。

“俺娃儿回来了。”刚站定，邻
居马大爷推车走来，让烟的当口
儿，才发现他一身环卫工装扮。

咱村也有环卫工？顺着父亲
的指向，一个个“蘑菇房”挨街而
立，原来，每个街道都设置了垃圾
箱，每个大队配备一名环卫工。

“环卫工不光发工资，各种
福利一应俱全。”迎面走来的村支
书姚喜民娓娓道来，如今村里已

具备“示范村”雏形，如何当上示
范村，是他2011年最大的愿望。

“村里刚统一升级更换了下
水管道，每家每户都用上了沼气
……”听母亲在耳边“絮叨”，瞅
着家中新安装的太阳能，看着刚
购置的冰箱、空调及大堆年货，
我不禁感叹：这个春节，怎一个
惬意了得！

“以后回老家我来当司机。”妻
子一句话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原来她的关注点还在路上呢！

提前退休一次性
补贴将征收个税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机关、企事业
单位对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办理提前
退休手续的个人，按照统一标准向提前退休
工作人员支付一次性补贴，不属于免税的离
退休工资收入，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
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是记者13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的。
税务总局规定，个人因办理提前退休

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
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之间所属
月份平均分摊计算个人所得税。计税公式
为：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
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月份
数）－费用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算扣
除数}×提前办理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
的实际月份数。

我省开建抗旱应急灌溉工程
涉及灌溉面积1351万亩

新华社郑州 2 月 13 日电（记者 尚
昆仑）河南省日前发出抗旱应急灌溉工
程建设动员令：3月底前，河南省将完成
投资 77.25 亿元，新增、改善、恢复灌溉
面积1351万亩，确保春季灌溉需要。

目前，河南省 8000 万亩小麦中，
5080 万亩有水源保证，灌溉设施齐全；
1351万亩有灌溉设施，但缺乏灌溉水源

或灌溉设施损坏和不配套，出现不同程
度的灌溉困难。为提高这些麦田的灌
溉保证率，河南省将采取应急措施，采
取在建、拟建和新建工程并举的办法，
尽快建成抗旱应急灌溉工程并发挥灌
溉作用。

据了解，此次启动的抗旱应急灌溉
工程，井灌区建设中，新打机井 64930

眼，更新、维修机井 37252 眼，涉及灌溉
面积 711.49 万亩；引黄灌区建设中，安
排枢纽工程、引水渠、输水渠的清淤和
整修，加大引水、输水和储水能力，涉及
灌溉面积346.78万亩；河库灌区建设主
要分布在水源可靠、有灌排设施但不完
善、短期内能够修复的灌区，涉及灌溉
面积292.85万亩。

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二次全会
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及两院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