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 风力偏北风2～3级 温度最高5℃最低-3℃ 降水概率 20％

本报讯（记者 袁勇 刘俊礼）十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
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
长、周济院士率“中国特色城市化”课
题组一行 19 人莅临郑州，昨日下午就
我市特色城市化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省市领导李克、刘春良、吴天君、赵建
才、孔玉芳、赵瑞东、李公乐、孙金献等
陪同调研。

徐匡迪一行来到郑东新区，观看

了郑东新区规划建设宣传片、郑东新
区总体规划沙盘，参观考察了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河南艺术中心和湿地公
园，详细了解郑东新区规划建设情
况。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新颖别致的
外观和无柱大空间展厅给课题组成
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郑东新区首
次大规模采用人工湿地技术建设的
生态保护主题公园——湿地公园，得
知这是目前全国城市生态湿地水体

处理系统中水处理能力最大的人工
湿地工程之一，其生态、环保和可持
续发展理念激起了徐匡迪的浓厚兴
趣，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湿地公园内
的碎石床、生物塘等，对郑州坚持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并将先进理
念、先进技术充分应用到城市建设和
发展的做法予以肯定，希望郑州在推
进特色城市化建设方面积累出更多
更好的经验。

中国特色城市化课题组来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昨日从市统计局
传出喜讯，2011年，我市经济总量在全国地
级以上城市排序比 2010 年前移两位，以
4912.7亿的总量挺进全国20强。

2011年是我市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
开局之年，也是郑州都市区建设起步之年，
我市经济总体呈现出“增长快、运行稳、质
量高”的喜人特点，实现了“十二五”的良好
开局，全年四个季度经济增长率都在 12%
以上，经济结构也进一步优化，宏观经济运

行质量进一步提高。初步核算，全市生产
总值达4912.7亿元，名列全国287个地级以
上城市第 20 位，比 2010 年前移两位，超过
烟台和东莞两个城市。目前，经济总量排
在我市前面的除4个直辖市外，大多数是副
省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分别是：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杭州、
无锡、成都、青岛、佛山、武汉、大连、南京、
宁波、沈阳、长沙、唐山。

据介绍，自 2006年以来的 6年间，郑州

GDP 接连跃升几个台阶：2006 年突破 2000
亿大关，2008 年突破 3000 亿大关，2010 年
又顺利晋升“4000 亿元俱乐部”。2011 年，
全市生产总值又逼近 5000 亿元，实现了
13.2%的增长，分别高于全省、全国经济平
均增长速度1.6个百分点和4.0个百分点。

又讯（记者 侯爱敏）2011 年，我市全年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02.3亿元，名
列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第17位。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排在我市前面的城市分

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深圳、苏州、
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宁波、大连、南京、
沈阳、无锡、青岛。

2011年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987.1亿元，比上年增长18.4%。总量在全
国 287 个地级以上城市排第 19 位，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排在我市前面的18个城市分
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
武汉、成都、苏州、南京、杭州、沈阳、青岛、
无锡、长沙、哈尔滨、济南、宁波。

郑州经济总量挺进全国20强
破4900亿 比2010年前移两位

郑商瓷成韩国世博会
中国馆全球合作伙伴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实习生 张睿）经过 2012 年
韩国丽水世博会中国馆组委会考察评审，郑商瓷作
为我国陶瓷艺术类唯一代表参加 2012 年韩国丽水
世博会，并成为中国馆全球合作伙伴。相关新闻发
布会昨日举行，2012 年韩国丽水世博会中国馆组委
会秘书长、中国贸促会展览部部长顾超为郑商瓷授

“2012 韩国丽水世博会中国馆全球合作伙伴”牌
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哲，市政协副主席牛西
岭等共同为郑商瓷烧制的世博会中国馆吉祥物海豚宝
宝揭幕。

据了解，2012年5月12日至8月12日在韩国丽水
市召开的世博会已有106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确认
参加。中国馆位于世博会的太平洋展区，是世博会最
大的场馆。中国馆主题为“人海相依”，中国馆吉祥物
以中华白海豚为原型。目前展馆各项准备工作已开
始。本次世博会，郑商瓷共有 100 件作品入选，其中
海螺、双鱼尊等 8 件艺术品将荣登中国馆贵宾室，92
件珍品作为中国政府的国礼赠送给参会的各国元首和
政要。

记者了解到，取自“郑州、商代、瓷之国粹”首字
命名的绿色环保新瓷种——郑商瓷，是在继承 3500
年前的商代“青瓷”为母本和吸收“五大名瓷”之精
华的基础上创新发明而成。郑商瓷已连续四次获
得中国政府最高奖——“山花奖”，并代表河南参加
2010 年上海世博会，2011 年被郑州百姓评为“我心
中最喜欢的城市品牌”。

首届全球根亲文化盛事开评
结果将在拜祖大典当天公布

惠济区以破解难题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本报讯（记者 陈思 李娜）投资 5 亿元解决群众关

心的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建立 69 个调
委会，受理各类矛盾纠纷，解除群众忧愁 ；建立“一网
四级”的社会管理治安防控体系，确保群众平安……一
系列社会管理创新模式，解决了惠济区居民一大批热
点难点问题，维护了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人民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大幅提升。

实施惠民工程 改善保障民生
平安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把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解决

好。惠济区制定了为民办理的十大实事，涉及群众关
心的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社会保障等各个方
面，总投资5亿元，其中区级投资近2亿元。截至目前，
已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843人，完成城镇就业再
就业 3048 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新农合
参合率达99.9%，被确定为“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
点区”；开工建设经济适用房 2104 套、18.4 万平方米，
累计发放廉租房住房补贴 860 户、187.5 万元，切实改
善了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

矛盾化解体系 解除群众忧愁
惠济区积极落实例会排查、稳定评估、首办责任、

领导包案等信访稳定工作12项制度，选聘426名信访
代理员，为民意表达、纠纷调处、反映问题、化解矛盾提
供“一条龙”服务，真正使群众“委屈有处说、矛盾有人
调、上访有人引、诉讼有门路”。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
统”网络平台，拓宽群众诉求渠道，让群众足不出户就
能解决问题。高度重视网络行政，及时解决、回复网民
群众提出的问题。同时积极探索建立“三调联动”工作
机制，目前，全区共建立调委会69个，聘任专职调解员
183人，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049件，成功调处1040件，
调解成功率达99%。

密织防控网络 力保平安稳定
为了保证一方百姓平安，惠济区还建立了一道道

“防控网”。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魏薇）春
节期间慰问的特困家庭生活得怎样？3000
户低保家庭需要解决哪些实际困难？新春
伊始，二七区民政局全面启动了对辖区低
保家庭的走访调查活动。百名民政干部职
工利用一个月时间深入辖区3000户低保家
庭进行回访调查，重点了解困难群众在就
业、就医、住房、子女入学、养老等方面期望
解决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救助工作
方案，进一步提升救助工作质量。

让民政救助帮扶更加贴近群众。走访
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了被访群众的
家庭收入、住房、医疗、获得帮扶、享受低保
待遇和优惠政策以及 2012 年的新年愿望，
提出了具体的帮扶意见和帮扶措施。低保

户朱承福和周小三的孩子都在上小学，他
们希望能为孩子增加一些补贴。工作人员
表示将采取发放临时救助金的方式给予解
决。在第一阶段走访中，工作人员全面归
纳整理了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就
业、就医、住房、子女入学、养老等方面。根
据调查走访情况，二七区民政局将采取困
难人群梯级救助、低保人群普惠救助、低保
边缘群体重点救助、低收入群体安居救助
新举措，全面提高救助工作质量。

让民政惠民工作更加踏实有效。在社
会救助工作中，二七区率先在全国创建了
社会救助“四个一”体系新模式，即开通一
条连接社会捐与赠的爱心热线，编织一张
全覆盖的爱心救助网络，组建一支爱心救

助志愿者队伍，建起一个爱心反馈回音壁；
在辖区122个社区建立了爱心捐赠救助站，
在马寨镇、侯寨乡等行政村建立了农村救
助站，形成了区、乡（街道）、村（社区）三级
救助保障体系，爱心110捐赠救助网覆盖城
乡，共接受社会捐款700多万元、衣物70多
万件，发放救助物品50万件，救助各类困难
群众万余人次，获评国家级“爱心城区”。
在此基础上，二七区社会救助进一步转变
救助工作理念与救助方式，在向陷入生活
困境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援助、满足其基
本生存需求的同时，向其提供技术培训、信
息咨询等非物质服务帮助。同时运用社会
工作的价值观、理论、方法和技巧开展心理
辅导、精神慰藉、行为矫正等服务，以使社

会救助工作人性化，从发展的角度使困难
群众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变“输血”为“造
血”，变“消极性社会救助”为“积极性社会
救助”。

“大节小节来慰问，平时常来家里坐，
民政保障很不错。”走访慰问中，低保家庭
对民政救助工作感到满意。二七区民政局
局长苏连成表示，今年二七区民政将在“最
兜底”的社会保障、“最基层”的社会管理、

“最贴近”的社会服务、“最直接”的社会民
主、“最广泛”的为民解困等方面充分发挥
作用，在建设低保保障体系、困难救助体
系、双拥优抚体系、老年福利体系、和谐社
区建设体系、社会事务规范管理体系上下
工夫，让民政救助更贴心更惠民。

困难家庭应保尽保 按需帮扶一帮到底

二七区民政救助今年更贴心更惠民

创新管理走基层
平安建设在身边

嵩岳儿女
情满天山

——郑州市援疆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陈 思 张乔普

“孩子已经懂事了，她知道是郑州的医生免费为她
做了手术，给了她健康的身体。”提起去年夏天带女儿
来郑州治病的事情，哈密市柳树沟开发区农民阿斯里
白克的嘴里只有感谢：“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感谢郑
州人民。我一定好好教她回报社会。”

和阿斯里白克的女儿一样，去年夏天，哈密市家庭困
难的16名先天心脏病儿童来到郑州，接受了免费手术。

而这，只是我市援疆工作的一个缩影。
那里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晚间围着火炉吃西瓜”

的“西域襟喉”，那里是天山南麓戈壁荒滩中的一线绿
洲，从 2010 年 6 月 29 日第一位援疆干部入疆那天起，
我市14名援疆队员，紧密结合哈密市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真心援疆、真情援疆、全力援疆，在援疆项目建设、
产业援疆推进、人才交流培养、旅游文化合作等方面取
得了优异成绩，将嵩岳儿女对边疆人民的情谊撒满天
山脚下。

“河南造”安居工程全疆一流
援疆项目是援疆工作的规定动作，也是重中之重。
2010年，我省援建哈密市试点项目4个，其中三个

都是富民安居工程；2011年，援建哈密市项目13个，援
疆资金22697万元，最主要的，仍是富民安居项目。

三室一厅的房子，足有 140 平方米，里面有沐浴
间、厨房，电视、沙发、洗衣机一样都不缺。住在新房里
半年多了，哈密市五堡乡 65 岁的维吾尔族大叔玉素
甫·哈斯木还沉浸在搬新居的喜悦中：“我们家以前住
的是小土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去年河南援建我们村
后，盖起了安居房。”

搬进新房的，不仅仅是玉素甫·哈斯木大叔。去
年，我省计划援建哈密市安居工程新建、续建项目开工
5600户，基本上全部竣工。

和这些安居工程一起竣工的，还有2260座日光温
室和 600 户定居兴牧住房。哈密市妇幼保健院、五所

“双语”示范幼儿园、图书馆正在进行主体施工，五堡镇
中心卫生院、天山乡卫生院已经完工，12个社区阵地、
23个村级组织阵地各有一半已经竣工。（下转第二版）

昨日，记者从上街区了解到，我市重点项目——林肯电气合力焊材有
限公司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烧结性埋弧焊剂生产线已建成投产。该项目
总投资6833.25万美元，计划年产烧结性埋弧焊剂10万吨。烧结性埋弧
焊剂具有无烟尘、无弧光、速度快、焊缝均匀等优势，市场前景看好。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市财政重点支持
三大民生项目

教育经费投入超百亿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全市财政工作会昨日召开，

总结去年财政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今年工
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荃参加会议。

今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均计划增长15%，财政总收入实现940亿元，地方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实现580亿元；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按可比口径增长14%。今年财政资金将重点用在支持
郑州都市区建设，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障和改善民
生等方面。其中，教育经费将投入107亿，占到公共财
政支出的19%；支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将新购公交车
500辆。今年还将实施一些财政改革新举措。从今年
起，除涉密单位和涉密内容外，市直预算部门要向社会
公开“三公经费”预决算支出。

胡荃指出，全市财政系统要突出重点，克难攻坚，在
郑州都市区建设中积极作为。要找好切入点，加快郑州
都市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破解瓶颈，着力解决融资难问
题；统筹安排好各类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为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民生建设增加后劲。要进一步创新理财
方式，积极稳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确保民生支出需要，
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努力实现财政工作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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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昨日下午，
一项面向全球华人推出的“首届全球根
亲（客家）文化盛事评选暨颁奖盛典”活
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评选活动各
候选名单同时公布，评选结果将在壬
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当天揭晓。

首届全球根亲（客家）文化盛事评
选活动由世界客家播迁路全球根亲
文化活动组委会联合人民网、大公报
等海内外主流媒体和世界客属总会
等百家海内外著名华人、客属社团联
合推动。

活动评选委员会在启动仪式上介
绍，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世界客家
播迁路这一全球根亲文化活动的脉
络，梳理十年来海内外发生的具有深

度和广度的客家根亲文化盛事，通过
表彰海内外对中华根亲文化、客家文
化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和城市，进一
步提高全球华人凝聚力，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促进国家战略——中原经
济区等相关根亲文化圣地快速发展。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根据
主流华文媒体及近百家华人、客属社
团的推举，首批“世界客家杰出人物终
身荣誉称号”、“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根
亲文化活动”、“全球华人最向往的根
亲文化圣地”“世界根亲（客家）文化传
播杰出贡献奖”等项目的候选名单已
正式推出。我市新郑被推选为“全球
华人最向往的根亲文化圣地”候选名
单，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候选“全球最

具影响力的根亲文化活动”；炎黄二
帝巨塑发起人王仁民、著名青年作家
程韬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发起人赵
国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
勤入围“世界根亲（客家）文化传播杰
出贡献奖”候选名单。

据了解，此项评选活动将于 3 月
15日截止，并将于 3月24日壬辰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当日举行“首届全球
根亲（客家）文化盛事颁奖大典仪式”。

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