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欢鼓鸣春意
闹，龙腾狮跃庆元
宵。正月十六，新
郑市精彩的民俗表
演轮番登场，欢度
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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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2月 19日，新郑市举
行2010年总结表彰暨2011
年跨越式发展动员大会。

吴忠华、王广国、刘仲
利、高林华、陈莉、李书良、
马国亮、孙淑芳、张国宏、李
占龙、付桂荣、刘德金、李志
强、杨流、张石磙等市四大
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2010年是“十一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跨越
式发展新三年行动计划的
关键之年。一年来，新郑
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按照“全市抓经济、全
民抓创业、关键上项目、努
力创环境、党建作保障”的
要求，开创了跨越式发展
新局面：全市GDP达到388
亿 元 ；财 政 总 收 入 达 到
43.4 亿元；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达到 16.2 亿元，
跃至全省第四位；全市规
模企业达到321家；城乡群
众安全指数达 97%，位居
全省第三位、郑州市首位，
获得中原平安杯，被确定
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
试点市。

会议指出，2011年，全
市要紧紧围绕“一心两城
两组团”的战略布局，突出

“十大工程促转型、十个所
有惠民生、十项创新保稳
定”，以项目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服务业发展、农民
增收、实事办理为重点，推
动工业经济、城乡一体、三
产经济、农村经济和民生
改善新跨越。就如何办好
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会议要求，要创新思
路，周密策划，打响拜祖大
典品牌；要严格整治，长效
治理，塑造良好城市形象；
要抢抓机遇，全力招商，增
强经济发展后劲。

会议对在 2010年度经
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跨越式发展争强晋位
先进单位、跨越式发展先
进单位、全民创业先进单
位、优秀企业家、招商引资
功臣及获得国家、省部级
荣誉单位进行了表彰。

会议强调，要向功臣致敬，再树新典型。重奖创
业功臣，就是要奖出先进、奖出典型、奖出干劲，奖出新
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功臣。全市上下要以先进为榜样，以
先进为标杆，深入学习先进典型、先进经验，大力弘扬全
民创业的主旋律、招商引资的主旋律、跨越发展的主旋
律，形成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生动局面。

会议要求，要向目标挺进，再创新业绩。在实际
工作中，要向“十二五”规划目标挺进，紧紧围绕
建设郑州副中心城市、中原经济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先行者、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示范城市和华夏
民族寻根拜祖圣地的战略定位，统筹推进城乡、
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向“十大工程促转型”目标
挺进，坚持以项目建设为统揽，全面提升县域经济
基本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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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瑞 王喆）2月17日，副
省长张大卫带领 2011年全省第一次重点
项目观摩团第四组成员，到新郑市参观
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观摩团一行边走边
看，边看边评，充分肯定新郑市产业集聚
区建设和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的成绩，并
勉励该市继续努力，多招一些税源型、财
源型企业，为全省经济跨越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新郑市委书记吴忠华、市长王
广国陪同。

张大卫一行先后到河南达利食品有限
公司和雏鹰农牧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等重点
项目建设工地，听取了新郑市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及新港产业集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并
察看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饮料加工基地
项目位于新港产业集聚区，项目总投资 7
亿元，建成后可实现年产饮料 30万吨，总
产值 10亿元以上，年利税达 4000万元以
上。雏鹰农牧冷链仓储物流项目总投资
1.5亿元，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利税 2600
万元以上，直接安排劳动力300余人。

近年来，新郑市把项目建设作为转变
发展方式、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
手。新港产业集聚区是全省命名的首批
重点产业集聚区，也是新郑市围绕对接空

港、服务空港着力打造的重点工业集聚
区。该市坚持做到“五统一、一加强”：统
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标准；统一对外招
商；统一项目协调；统一管理模式；加强组
织领导。截至目前，集聚区已入驻企业
200余家，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5家，在建
亿元以上项目12家。

观摩中，张大卫说，近年来，郑州市特
别是新郑市通过一系列措施，大招商、招
大商效果充分显现。通过提升政府服务
效能，提高了招商质量；通过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了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迅
猛发展，促进了农民工就地转业。

解放军总后勤部
政委刘源到新郑参观

本报讯（记者 孙瑞 通讯员 志远）2月
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
在郑州市领导连维良及新郑市领导吴忠
华、马国亮的陪同下，参观好想你枣业股份
有限公司。

通过参观，刘源对新郑市红枣产业的
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新郑市把红枣
产业做大做强，再创佳绩。

省移民办领导到新郑
调研移民安置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孙瑞 通讯员 瑜洁）近
日，省移民办主任王树山一行在新郑市领
导李志强、王建民陪同下调研该市移民安
置工作。

在实地察看和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后，王
树山希望该市在下一步移民安置工作中，继
续本着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思想，使移民
群众的住房布局更加合理；要与移民群众加
强沟通、交流；要尽早拿出意见、实施方案，
把移民安置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省水利厅领导到新郑
察看抗旱浇麦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丹 王喆）近日，省水
利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李恩东一行
到新郑市察看抗旱浇麦进展情况，该
市领导吴忠华、李志强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陪同。

通过实地察看，李恩东高度评价了新
郑的农田水利建设，农用机井综合升级改
造和六护员管理站。他希望在今后的工作
中，该市能进一步选准项目、多做项目，力
争水利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对接空港发展 建设新港组团
新港产业集聚区建设赢得省观摩团称赞

中央和省级媒体
到新郑集中采访
本报讯（记者 孙瑞）近日，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河南人
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到新郑市集中采访社
会管理创新和抗旱浇麦工作。

新郑是全国 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
试点之一。为确保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
扎实有效推进，该市把社会管理创新细化、
量化为20项重点项目，即重点推进社会治
安技防、人防，抓基层打基础，加强矛盾调
解，加强应急服务、社会群体服务保障，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加强刑释解教及社区
矫正等工程，把社会各项管理寓于为群众
服务之中。

近年来，新郑市积极实施农用机井升级
改造，使农业灌溉达到“省水、省电、省地、省
时、省钱，防盗、防毁，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农
民收入”的“五省、两防、两提高”标准。

精心谋划 高效筹备

确保辛卯年
拜祖大典圆满成功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辛卯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将于 4月 5日（农历三月初三）
在新郑黄帝故里举行，目前，新郑市已投入
到紧张忙碌的筹备工作中，确保大典圆满
成功。

据了解，辛卯年拜祖大典主题不变，仍
为“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大典将
分迎亲仪式、洗尘仪式、拜祖仪式三个环
节，拜祖仪程仍为九项，但部分仪程的形式
和内容将有创新。

拜祖大典期间，新郑市还将举行第五
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经贸洽谈会、国宝莲
鹤方壶回归故里展等系列活动。

11年来，她像一颗螺丝钉
拧在社区，废寝忘食，尽心尽
力，为群众办好事900多件；

11年来，她似一位大抠门
捂紧口袋，厉行节约，廉洁守
纪，为集体至少省下10万元；

11 年来，她是一个先行
者，带领群众披荆斩棘，艰苦
创业，为社区创造资产 800 万元；

7年来，她身患重疾，两次手术，仍然乐观
向上，一心为民，为居民盖了两个公寓小区；

两年前，她癌症并发，几经生死，却能迎战
病魔，挑战自我，躺在病床上依旧全票当选。

她就是新建路街道东街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海建玉。

“我的梦想是把东街社区建成一个幸
福小区”

东街社区原来是“一穷二白”的老城

区，没有闲置土地，没有固定资产，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一提及社区居住环境，居民
都直摇头。

2001年 10月，38岁的海建玉走马上任
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改善东街居住环境

成为她上任的第一件大事。为
把东街社区建成一个幸福小区，
海建玉召集“两委”班子研究开
展社区改造工作，拆迁问题成了
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刚开始，有
些居民听说要拆房子，死活不同
意，甚至闹情绪、搞上访，这一下
子难住了支部和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海建玉不气馁，她对同事们说：“我们是
为大伙儿服务的，想让他们过得更好。他们
不同意没关系，耐住性子给大伙儿讲明白，我
就不信，群众不拥护为他们服务的人！”

（下转第四版）

融入郑州都市区
建设新郑新城区
新郑市召开新城区建设誓师大会
本报讯（记者孙瑞高凯）2月21日，新郑市新城区

建设誓师大会在华信学院新校区广场举行。新郑市
四大班子领导吴忠华、刘仲利、高林华、陈莉、李书良
等参加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新郑全市上下
携手共建新郑新城的序幕全面拉开。

大会指出，一要把握郑州都市区战略定位，建设
新郑新城。新郑新城作为郑州都市区的重要组团之
一，要抢抓机遇，转变观念，创新思路，积极融入，高
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新区建设。二要突出宜居
商务重点，建设新郑新城。在建设中，要坚持规划设
计先行、基础设施先行、生态绿化先行、民生事业先
行、宜居宜商先行，真正让项目成为新区建设的支
柱，让项目催生新区建设的前景。三要坚持共建共
享目的，建设新郑新城。要充分发挥领导资源的合
力作用。通过推行首席服务官制度、领导联系、集中
会审，确保新区项目快速推进、高效推进。要充分发
挥企业参与的合力作用。只要项目符合新区规划，
就在项目上大开绿灯，只要愿意来新区发展，就在土
地上优先保证，只要入驻新区建设，就在政策上全面
兑现。要充分发挥部门联动和干部群众的合力作
用，尽快形成共建共享新郑新城的强大合力。

会上，中心城区新区管委会、城乡规划和城市管理
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改委、旅游和文
物局、环保局、供电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向市委、市政府
递交了目标承诺书。国土资源局、中原华信集团、北京
泽华集团、新区管委会能庄村负责人分别发言。

企业家代表还实地参观了新郑新城建设情况。
2011年，新郑新城将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进度，
全年开工建成项目不少于20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不少于5亿元，带动社会投资20亿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 孙瑞）2月21
日上午，新城区建设誓师大会
结束后，新郑市诚邀 30多名企
业家走进新郑参观考察，并召
开“走进黄帝故里·共建新郑
新城”企业家座谈会。吴忠
华、王广国、高林华、陈莉、李
书良等四大班子领导和市直
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会。企业家代表竞相发言，高
度评价新郑新城的规划设计，
并纷纷表示大力支持新城建
设。

西亚斯国际学院董事长陈
肖纯说，新郑新区规划找准了
城市灵魂，突出了城市亮点，体

现了新郑特色，尤其是基础设
施规划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已
具备了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所有
元素，必将成为众多商家竞相
追逐的“风水宝地”。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表演
艺术家、郑州舞蹈戏剧艺术学
校校长虎美玲说，新郑区位优
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基础设
施完善，产业调整优化。她表
示将不遗余力地推介新郑、宣
传新郑。

省人大代表、天津药业集
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遂成在发言中说，近年来，新郑
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的

扶持力度，为企业健康快速发
展营造了优良环境，特别是新
郑新城设计规划标准高、品位
高，作为本土企业，要积极为家
乡作贡献。

新郑市领导感谢各位企业
家为新区发展建言献策。新郑优
越的区位优势，厚重的文化底蕴，
浓厚的创业氛围，为新区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新城区目前正处在

“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时期，希
望各位企业家抢抓机遇，捕捉商
机，投资新郑，同时充分发挥桥梁
作用，推介新郑。

该市领导指出，新区是中
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

郑新城未来发展方向，必将为
企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
机遇。在新区今后发展中，新
区管委会要充分利用新区优
势，找准优势，谋划项目，多引
进财源型、税源型项目。要选
准项目，投资新郑，广大企业
家要高度重视，积极参与，选
择符合规划的项目入驻新区，
为新区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为
实现新郑经济跨越式发展献
计出力。要围绕项目，全力服
务，各职能部门要强化服务，
对来新区发展的企业优选优
上，争取入驻项目早开工早见
效，企地携手共创辉煌。

正是巾帼满腔热情时
——记新郑市新建路街道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海建玉

本报记者 高凯 赵聪聪 特约记者 赵生辉刘艳丽

走进黄帝故里 共建新郑新城
新郑诚邀30名知名企业家为新城区发展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