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值班 陶玉亮 ■本版责编 朱 文 编辑 王金霞 ■版式统筹 周鸿斌 ■美编 毛 洁 柴莹莹 ■校对 邢廷惠 ■新闻热线：67655555 http://www.zynews.com

郑州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48
邮发代号：35－3 第12043号 今日100版

2012年1月5日
星期四农历辛卯年十二月十二

ZHENGZHOU DAILY

今天白天到夜里晴转多云 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级 温度最高4℃最低-4℃ 降水概率 1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本报讯（记者 袁勇 刘俊礼）昨日上
午，市委书记连维良带领各县（市）区、开发
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观看郑州都市区

“六城十组团”规划建设成果并进行讲评。
市领导王璋、舒庆、李公乐、孙金献、

张建慧一同观看展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九次党代会精神，

按照市十次党代会精神要求，牢牢把握中
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按
照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
战略思路，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打造中
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市委、市政府全力
推进“六城十组团”规划开发建设。为集中
展示各个组团规划建设成果，近期，我市
在市科技馆举办“六城十组团”规划建设
阶段成果展览，学习交流经验，全面提升
各个组团的规划建设水平。

连维良一行认真观看“六城十组团”
规划设计展示，逐一听取各县（市）区、开

发区“六城十组团”规划建设情况汇报，详
细了解“六城十组团”规划设计进展、基础
设施建设、合村并城推进、组团起步区建
设和重点项目入驻情况，并对新组团规划
设计逐一进行了点评。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连维良说，看
了“六城十组团”规划建设成果展览，感觉
有喜有忧。大多数新组团规划设计有层
次、有深度、有特色、可操作性强，但也有
个别新组团的规划设计缺乏深度。连维
良指出，高水平规划是高起点建设的前提
和基础，领导干部对规划工作研究得透不
透，精力投入得多不多，直接关系到规划
水平的高低。作为郑州都市区“六城十组
团”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主体，新组团规
划设计和开发建设能否体现高层次、高水
平，各县（市）区和开发区责任重大，党政
主要领导同志责任重大。要紧紧抓住规
划这一关键环节，珍惜并充分用好这次难

得的展评机会，用展评推进工作，用责任
促进发展。

连维良强调，要围绕深化规划、突出
带动，进一步明确郑州都市区“六城十组
团”建设的切入点。要集中力量投入“六
城十组团”开发建设，大力推进规划区域
内的合村并城、城中村改造和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完成新组团
规划区的合村并城。要全力建设能够带
动土地增值增效的基础设施、内外交通、
生态宜居环境，通过提升组团环境优势加
快新组团建设；要加快推进规划区域内具
有功能性标志的起步项目建设，用优势项
目带动新组团开发建设；要做好规划区内
商住房的规划建设，为加快新组团建设提
供基础保障。

连维良强调，要围绕加快“六城十组
团”建设，深入研究区域规划的重大问
题。交通建设，要把新组团路网体系纳入

全市交通规划的总体框架内研究，实现组
团交通与外部路网的有效衔接，突破制约
瓶颈，用足放大交通优势。产业集聚区建
设，要着力研究规划区空间布局和功能区
分，谋划产城互动，实现产城融合。区域
内重要资源利用，要立足发展，着眼长远，
充分利用和放大区域内独特的生态资源
和产业资源优势，规划植物园和苗木花卉
基地，发展城市公园，用产业的理念做公
园，用园林的理念做产业。文物保护利
用，要充分认识规划区域内文物保护利用
的特殊价值，依托文物做公园，依托遗址
做公园，在保护中利用和发展特色文化。
连维良强调，市委、市政府要对各个组团
的规划进行评优评差，希望各个组团以今
天的规划展评为契机，要在对比学习中查
找差距，深入研究，进一步提升规划水平，
力争在今年 3 月底的再次集中规划展评
上都有新的提升，有新的亮点。

市委市政府召开第六十三次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周例会

本报讯（记者 袁勇 刘俊
礼）昨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召
开第六十三次重大项目推进
工作周例会，听取上次周例会
研究确定事项推进落实情况,
影响重点项目进展、联审联批
日例会一周不落实或落实较
慢提请议定事项。听取关于
土地规划日例会、中科东晶光
电产业园和中国红枣综合产
业园项目进展情况，听取了部
分县市关于 2012 年第一季度
拟开、竣工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汇报，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确定了下次

周例会研究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全心、副市长马健、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王建平等出席会议。

中国红枣综合产业园项
目选址于新郑市薛店镇西北
部。产业园将以枣树保护为
主要目的，以传承发扬枣文
化、最大限度发挥经济价值、
充分体现生态宜居功能、逐
步完善城市功能为重点，着
力打造以古枣树为特色的生
态宜居产业园。会议指出，中
国红枣综合产业园项目对保
护枣树资源、（下转第二版）

“龙抬头”2011郑州都市区
践行者年度盛典明日举行

本报今日重磅推出大型特刊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和着中原经济区

和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强劲节拍，我们走过了
忙碌而充实的 2011 年。新年伊始，回望都
市区建设的良好开局，展望建设中原经济区

“龙头”的任重前路，意义重大。由中原报业
传媒集团主办、郑州日报承办的“龙抬头”
2011 郑州都市区践行者年度盛典将于明日
隆重举行。

盛典将聚集我市各县（市）区党政一把
手，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航空港区管委
会领导，郑州都市区“两核六城十组团”建设
项目负责人；积极助力郑州都市区建设的省
会品牌地产企业负责人、品牌汽车经销商、品
牌教育单位负责人、金融机构负责人等也将
亮相盛典。盛典现场将颁发两项企业奖和五
项人物奖。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哲对郑州日报
及本次年度盛典活动提出殷切寄语：过去的
2011 年，郑州日报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积极跟进，主动融入，充分发挥出了党报
媒体作用，形成了助推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强
大舆论力量。新的一年，希望郑州日报不断
提升办报质量，不断增强媒体助政作用，让更
多的读者喜欢这份报纸，以发挥其更大更强
的作用。衷心祝愿“龙抬头”2011 郑州都市
区践行者年度盛典活动圆满成功！

配合盛典，本报今日重磅推出《郑州都市
区践行者》特刊，盘点2011年郑州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梳理郑州都市区建设经验。

我的中原心
胡葆胡葆森森 详见详见66版版

项目投资拉动高新城建设实质性突破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彭瑞

华 赵翔宇）抢抓机遇时不我待，务实重
干只争朝夕。新年上班第一天，高新区
就召开会议，动员全区上下以项目投资
为总牵引，锐意进取、克难攻坚，奋力推
动高新城大开发大建设，努力打造郑州
都市区科技创新极。

刚刚走过的2011年，该区收获沉甸
甸。预计全年生产总值完成 110 亿元，
增长 15%；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20 亿元，增长 35%；利用域外资金 52.6
亿元，增长 26.5%；实际利用外资 1.6 亿
美元，增长80.46%；实现出口创汇5.5亿
美元，增长 112％；实现产业集聚区营业
收入500亿元，增长20％，“高新城”建设

初露峥嵘。千亿级主导产业打造成绩显
著，总投资40亿元的格力电器产业园生
产的空调正式下线，大学科技园东区、动
漫产业基地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新型城
市化建设初见成效，合村并城、城中村改
造、建成区升级改造、基础设施提升等一
项项部署付诸实施，高新区更绿、更亮、
更美；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3家国家重
点实验室启动建设，打破我市国家重点
实验室“零的纪录”，公共技术平台建设
创造出竞争新优势。

全新开启的 2012 年，是“高新城”
建设至关重要的一年。昨日的工作部
署会上，该区党员干部与项目负责人
一起总结过去、研判未来，表示将把困

难考虑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谋划得
更周密一些，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
牢牢抓住发展的重大机遇，牢牢抓住项
目投资的总牵引，全力推动高新城建设
与发展。他们把 2012 年确定为“高新
城建设攻坚年”，积极实施新型城市化
建设、主导产业打造、现代服务业提升

“三大攻坚”，统筹协调发展各项社会
事业，拉动“高新城”建设实现实质性
突破。

锁定目标，一路前行。有了坚定的
方向和坚实的脚步，有了项目投资的强
力拉动，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高新城”
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详细报道见2版）

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中房协副会长、中房协中小城镇开
发委员会主任、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河南房地产商会
名誉会长、“河南地产联合舰队”——河南房地产商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船长”、郑大MBA兼职教授，曾任中城联盟
轮值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建业住宅集团（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建业足球俱乐部“掌门人”。他是胡葆森。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昨日上午，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马懿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
调研畅通郑州工作。马懿要求，要坚持公交
优先，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交通科学
组织，严格交通管理，同时继续加强文明出行
宣传，营造全民参与交通文明的氛围，要科学
制定特殊时期的交通疏导方案，确保“两会”
和春节期间省会的平安、畅通。

市领导黄保卫、张建慧、姚待献、朱是西，
市政府秘书长吴忠华等陪同调研。

马懿一行先后来到京沙快速路工程施工
现场、市公交总公司监控调度指挥中心、中州
大道BRT调度站、花园路三全路交叉口交警
执勤点、市交巡警支队智能化指挥系统中心
等处，慰问一线工程建设者、公交车长和执勤
民警，实地察看畅通郑州工作建设相关情况。

随后的座谈会上，市建委、市交委、市城
管局、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市城区综合交通
管理办公室分别就 2011 年畅通郑州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市政工程建设方面，
2011 年，我市强力推进各项市政工程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45亿元，先后完成了高阳桥大
修、107 辅道及下穿隧道等一批市政重点工
程，京沙快速通道、支线路网打通、三环快速
化等工程按计划节点快速推进。交通建设方
面，全市累计完成交通建设投资 170 亿元，交
通重点建设加快推进，运输服务方式实现新
的转变，城市公交得到快速发展。城市管理
方面，加快推进积水点改造，完成积水点改
造工程 53 处，完成投资 7.56 亿元；扎实推进
市政和交通设施建设，加大占道经营治理，
加强市政设施养护管理。交通管理方面，交
巡警最大限度地增加执勤力量，最大限度地
均衡交通流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对
道路通行的影响，最大限度地规范交通行
为，最大限度地保障道路安全，最大限度地
引导群众文明出行，推进了2011年交通管理
工作全面提升。

马懿指出，交通问题关系着人民群众的
日常生活，体现城市的形象，是重要的民生问
题。近年来，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畅
通郑州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郑州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
滞后，畅通郑州工作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关于进一步做好畅通郑州工作，马懿强
调，一要坚持公交优先。在当前道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大多
数群众出行方式是公共交通；我们是一个交通资源有限的
城市，无论是现在还是长远，公共交通都是城市交通发展的
首要选择，因此在交通组织和交通建设中，（下转第二版）

公益就是责任。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爱民之心求发

展，以发展之实惠民生，用“爱的境界”诠释医
院理念，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责任最
大化、社会效益最大化，在公益品牌的带动
下，医院发展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越跑越快，
实力越来越强。

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回归，让这家老牌
医院“梅开二度”。短短 6 年间，医院便完成
了一个精美的“三级跳”，晋升为国家三级综
合医院，成为河南大学附属医院，并且构筑起
了以本部为龙头，以航空港区医院、三个大型
现代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双翼的“五位一
体”集团化发展新格局。2011年业务收入比6
年前增长10 倍，职工工资增长8倍。

“责任”贵在承担，“奉献”贵在真心。回
顾医院优质倍增发展的路径，院党委副书记
孙晓辉感慨地说，通过干部职工的“辛苦指
数”，提升广大群众的“健康指数”，提高社会
满意度，有效地增强了医院品牌的“美誉度”。

“公益”和“效益”，看似一对此消彼长的
矛盾。然而，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却寻找到
了公立医院公益性和提高运营效率之间的平
衡点，使得“公益”成为医院赢得“效益”的“法
宝”。近年来，医院荣获全国“医疗质量万里
行”三级医院综合评比先进单位等殊荣 60多
项，其中连续 5 年获得河南省医院管理年先
进单位、4次荣获河南省行风建设先进单位，

在百姓心中树起了特有的“大院风采”。

宏观在握 明确平衡点

“大院”之大，在于大气和谐。
新农合政策，是一项惠民、利民、为民的民

生举措。作为全市医疗机构的排头兵，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以其精湛技术，优质服务参合农
民，实实在在地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一是不让群众多跑一趟路。
院领导班子以人为本，超前谋划，专门成

立了新农合医疗办公室，通过多种渠道，强化
对医护人员进行有关知识和政策培训。建立
新农合病人就诊绿色通道，专设新农合病人
挂号处。新农合病人服务部按照“VIP”贵宾
式服务的要求，从入院接待、挂号、就诊，到引
导检查、协助办理住院手续，细到安排电梯、

病区接诊等各个环节，时时处处都有导医爱
心小分队为患者提供服务。

不少初到这里就医的农民由于手续不完
备或转诊信息不完整，无法进行直补。为了
减少来往奔波之苦，工作人员反复与当地相
关部门沟通，帮助其解决问题。还有的病人
匆忙来院，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先让患者
入院治疗，再让家属完善相关手续。对于长
期在外务工、在外居住或者患急危重症等无
法办理正常转诊手续的农民，医院还特制专
门转诊单，并想方设法与当地新农合办公室
联系，把患者的电子信息转到医院。

二是不让患者多吃一点亏。
医院加强临床管理，实行费用控制，凡使

用保外用药300元以上的，必须由主管院长审
批，切实把报销比例提高到 46.7%，参合农民
医疗费用在郑州市同级医院报销比例最高、
百姓自付比例最低。

三是不让百姓多受一点苦。
刚种上小麦，中牟县 40岁的宫颈癌患者

魏芳，慕名来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治
疗。出院结账时，医保新农合办公室主任刘
亚梅耐心为她解释新农合政策，告诉她一院
报销的起付线比往年减半，家庭并不宽裕的
魏芳如释重负。随后，魏芳连续在一院化疗，
医护人员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姐妹，又是安慰
又是鼓励，让她的丈夫尽管放心去打工挣钱，
一切护理都由护士来做。魏芳感动，在病床
上精心绣了一个“十字绣”靠枕，还特意绣上
了四个字：生命靠山。病情稳定后，魏芳出院
时郑重地送给了她的“刘大姐”。如今，刘亚
梅把靠枕放在新农合办公室专供接待农民朋
友使用。

“百姓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
院党委变“视病人如亲人”的理念为“病

人就是亲人”，如今荣获全国“优质护理服务

示范工程”先进单位的神经内科感动服务经
验在全院广泛推广，实现“有陪无护”的人性
化护理，把病人家属从繁重的陪护中解脱出
来。护理人员主动为患者洗头、洗脚、剪指
甲，情感关怀让患者如遇甘霖、如沐春风，让
患者看病成为一种温暖享受。

医院率先实现以“一卡通”为载体的门诊
数字化管理，大大缩短了患者就诊时间。按
照抓内涵、强素质、苦练硬功，创品牌、树形象、
诚信为民的工作要求，医院新农合工作人员提
前到岗，晚点下班。即便是节假日，也有专人
接待，收费室即时结账，保证病人当天出院当
天就能结账。目前，医院已覆盖全省新农合直
补地区 126个县市区，新农合门诊就诊量日达
500余人次，平均每月直补13000多人次。

人民医院，“人民”二字重千斤。第一人
民医院，始终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院长
裴国梁深情地说：“参合农民大老远到医院来
看病，是对医院的信任。我们大都是农民的
孩子，特别体谅农民朋友就医的心情。河南
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多，为农村患者服务好
了，也就等于为大多数患者服务好了。”

日前，卫生部副部长刘谦到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视察工作，他了解到这里在同级定
点医疗机构中患者补偿比例最高、自付比例
最低，多次得到省市级相关领导嘉奖，欣喜地
鼓励院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将这一“惠民德政”
工程做好、做稳、做踏实！ （下转第三版）

坚持公益促效益
——解读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优质倍增发展密码（下）

本报记者 杨彦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