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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晴间多云 风力偏南风3级 温度最高33℃最低21℃ 降水概率 2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刘一
萌）在昨日召开的郑州宜居健康城总
体规划国际征集方案评审会上，来自
国内外的 4 家著名规划机构以先进
的生态组团规划理念，描绘出打造宜
居健康城的美好蓝图。市领导舒庆、
张建慧参加评审会。

据了解，根据“组团发展、产城融
合”发展理念，我市将建设集中郑州
大学医学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和休闲
疗养产业的宜居特色组团——郑州
宜居健康城，规划范围东起西南绕城
高速，西至现状 232 省道，北临中原
西路，南至现状马米公路，总面积约
117平方公里。

本次评审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等单位的 9 名知名专家担任评委。

评审会上，美国豪张思（HZS）建筑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悉尼培特维（PTW）
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同济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都市筑景国
际建筑事务所 4 家规划机构分别阐
述了规划思路。其中，1 号方案以纵
横双轴（唐王路城市发展轴、“生命
河”健康休闲轴）、两心两区（“两心”
即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和京襄文化体
验中心；“两区”即生态健康宜居片区
和文化休闲宜居片区）、一带三组
（“一带”即山水生态旅游带，“三组”
即索河综合功能组团、崔庙山地宜居
组团、贾峪滨水宜居组团）的设计理
念构建宜居健康城。2 号方案在“产
城融合、组团发展、生态联动、和谐共
建”等规划理念引导下，规划形成医
学研究、医学疗养、健康促进、文化养

生等七大功能区，并形成十大功能组
团。组团之间为水系和绿地构成的
生态廊道，体现出湖与城共生，蓝与
绿交织的生态格局。3号方案以开放
空间、交通走廊、居住区构成，辅助商
业核心区和文化元素，突出打造健康

“翡翠城”概念，并增加新的绿色走
廊，保存重要的文化产物，确保可持
续发展。4号方案则将宜居健康城分
为现代花园社区、生态商务办公区、
健康主题社区、国际养老疗养区、低
碳主题社区等多个大功能区。

评审委员会专家对 4 种规划方
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十分中
肯的建议和意见。

市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
对各评审方案作进一步论证和完善，
最终敲定的方案将予以公布。

5年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把握四项基本要求 不搞“一刀切”

据央视报道全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工作座谈会6月2日在北京召开。首次明确给
出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从今年到2015年，我
国将用5年时间完成事业单位分类，到2020年
要建立起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此次会议不仅是首次明确了事业单位
改革的时间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今后事业单位改革，将按照单位的不
同类型进行分类改革。

所谓分类改革，就是将经营性单位转变

为企业，将具有行政审批权限的单位划归政
府变成政府部门。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会上
强调，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要始终把握并
贯彻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
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目的。通过改革体制、
完善机制，激发事业单位活力，促进公益事
业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
社会发展对公益服务的需求，而不是简单地
减人、减机构、甩包袱。二是必须始终坚持

以科学分类为基础。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
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根据不同
事业单位的特点分别实施不同的改革和管理
措施。三是必须始终坚持以创新体制机制为
核心。着力在管理方式、人事制度、收入分
配、社会保险、财政保障等关键环节进行积极
探索。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逐步建立起功能明
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

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
色公益服务体系。四是必须始终坚持分类指
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工作方
针。不同社会功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事
业单位的改革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条件成
熟的可率先改革，暂不具备条件的允许过渡，
不搞“一刀切”。各行业事业单位改革要继续
在既有改革部署和领导机制下推进。各地
要在中央总体部署下，结合当地实际对事业
单位改革做出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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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言省市启动全民禁毒宣传月

昨日集中销毒455千克
本报讯（记者 陈思 文 通讯员 哈君可

图）昨日是虎门销烟172周年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实施三周年。上午，
省、市禁毒委联合在郑东新区如意湖文化广
场启动2011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并在省
禁毒教育基地将 2008 年以来全省收缴的
455千克各类毒品进行了公开销毁。副省
长、省禁毒委主任、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和
省会禁毒委各成员单位代表、禁毒志愿者、
社会各界群众共3000多人参加了活动。

2008 年以来，全省共收缴各类毒品
455千克，其中海洛因15.2千克、冰毒181.8
千克、杜冷丁针剂4198支。

“把这些害人的东西统统销毁，真是大快
人心，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拒绝毒品！”从事
教育工作的张东林先生说。

活动现场，摆放各种禁毒宣传板块
100 块、毒品实物 30 多种，并设置 10 个禁
毒咨询台，接受群众有关禁毒咨询服务。

郑州宜居健康城建成啥样
4 个方案接受专家评审

郑新快速通道
预计年底完工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昨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交

通枢纽工程指挥部指挥长白红战带领市交运委等相关部门，
对我市在建的部分交通枢纽工程实地察看，现场了解工程进
展情况并协调解决问题。

白红战一行先后来到航海路郑少高速连接线、郑州市南
出口暨郑新快速通道、国道 107 跨南水北调大桥等建设工
地。每到一处，白红战都与项目工作人员交谈，了解项目进
度，现场协调解决问题。

航海路郑少高速连接线为郑少高速公路连接郑州市区的延
伸线，该项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路基完成了97%，桥梁完成
40%，整个项目预计明年3月底完工。郑州市南出口暨郑新快速
通道目前已完成投资约11亿元，整个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针对当前工程建设中的关键环节，白红战指出，各施工单位
要精心安排，科学施工，确保工期；各项目单位要对建设中出现的
问题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要及时汇总上报，最大限度减少对施工
进度的影响；市交通部门要加大协调力度，创造良好环境，确保在
建重点交通枢纽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畅通郑州作出积极贡献。

本期“聚焦国内城市
带”，推出的是皖江城市带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皖江，原本只是安徽
人所知晓的自然地理概
念，2010 年 1 月 12 日，国
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
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
划》，这是迄今全国唯一以
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区域发
展规划，皖江城市带开始
闯入国人的视野。

一年多的承接产业转
移的实践，皖江人把承接
产业转移做得跌宕起伏，
风生水起，其经验给我们
郑州带来许多启发。

产业转移是国际间或
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
要因素，是一个国家或地
区为实现自身产业进步，
在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
件等因素发生变化后，将
处于创新、成熟或衰退等
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与行
业的产品生产、销售、研究
开发甚至企业总部转移到
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
为和过程。

世界上经历了三次大
的转移，第一次是加工贸
易转移到亚洲的发展中国
家；第二次是 20 年前，我
国沿海地区通过承接世界
产业转移；第三次产业转
移是本世纪初沿海地区加
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转
移。据有关专家分析，东
部沿海地区大规模产业转
移估计 5 年左右完成，仅
广东、上海、浙江、福建 4
省市需要转移的产业产值
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综合各种因素分析，
河南、郑州必将成为国外和我国东南部沿海地
区实施产业转移的主战场。

作为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桥头堡，郑
州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区位、人才、产业等优
势，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大有可为。产业转移的
机遇可遇不可求，在国内争夺产业转移的竞争
中，谁承接产业转移的工作做得好、做得够、做
得足，谁就会在产业转移中获得主动权，赢得发
展先机。

机遇转化为现实，关键在于主动作为；机遇
稍纵即逝，关键在于紧紧把握。

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
全面加快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吴天君
（2011年6月3日）

在第 40 个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我
谨代表郑州市人民政府向辛勤工作在环
保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向为全
市环保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各界人士表
示崇高的敬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 2011 年世界
环境日的主题为“森林：大自然为您效
劳”。为呼应这一主题，我国将2011年世
界环境日中国主题确定为“共建生态文
明，共享绿色未来”，号召公众从我做起，
践行绿色生活，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环
境友好型社会贡献力量。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
基础。人类追求发展，也要保护环境，这
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需要，更是走
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

着郑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市民对
优化环境质量的期望越来越迫切，积极参
与环保成为自觉行动。市委、市政府顺应
广大市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将环境保护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治
理，强化环境监管，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
法行为，全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0
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优于二级标准的天
数达到318天，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保持在 100％，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23.32%，城区绿地达到9536公顷，绿地覆
盖率达到35.8%。

当前，我市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
明发展的重要转折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瓶颈约束的矛盾更加突出，市委、市政府
以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在巩固我市创建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
设生态城市新目标。在这个重要阶段，我
们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突出发展方式转变，强调区域转型升
级，强化环境保护工作措施，力争率先走出
一条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的绿色发展
之路，成为具有绿色领导力的现代化城市。

生存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生态文明
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要突出思想
观念的引领作用，通过教育培训促使各级
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环保优先的理
念，坚持把环境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发展速
度的首要前提，以领导方式的转变推动发
展方式的转变。要突出政府调控的主导
作用，通过建立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
手段的新机制，以法律约束、利益引导、行

政监督的协同作用，加强环境保护能力建
设，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推动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要突出企业的主体责任，鼓励企
业积极开发应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循环经
济发展的技术和产品，积极发展循环经
济、低碳经济，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义
务。要突出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通过舆
论宣传推进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转变，营
造人人讲节约、人人讲环保、人人讲生态
的新型社会风尚。

生态城市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
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美丽、和谐、生
态、文明的城市是我们共有的家园，由我
们共享。让我们携起手来，争做生态文明
建设的宣传者、实践者、推动者，崇尚绿色
生活，共建绿城郑州，共享绿色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