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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 DAILY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2 月 17 日上午，
我市召开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会
议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总结2011年我市工信工作，认
真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今年重点工作，
动员全市上下，发挥工业主导作用，提升信
息化水平，为郑州都市区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产业支撑。

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懿出席会议并作
重要讲话。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跃华，副市长
马健、市政协副主席牛西岭出席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我市2011年工业和信
息化工作。2011 年，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
围绕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加快转型升级、推
进“两化”融合等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市
工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实现了“十二五”的
良好开局。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
2590.3 亿 元 ，占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的
52.7%，拉动全市经济增长9.6个百分点，对
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2.5%；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2340.2 亿元，增
长 22%。工业主导地位显著增强，发展贡
献更加突出，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项目建
设实现新突破，企业实力得到新提升，“两
化”融合步入新阶段。

会议明确今年我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
的总体思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
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抢抓中原经济区、郑
州都市区建设机遇，强化工业主导地位，以

建设现代工业体系为方向，以加快转型升
级为主线，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集
聚发展，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狠抓工业节
能减排，努力实现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会议明确我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
预期目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8%左右，全部工业项目投入力争完成
1400亿元以上，增长25%左右；全部工业销
售收入力争达到 1 万亿元，增长 20%以上；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完成省、市下达的目
标任务。

马懿对我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马懿说，2011年，面对
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全市上下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中原经济区上
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全力谋划和推
进郑州都市区建设，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
现了“十二五”的良好开局，特别是全市工
业经济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取得突出成绩，
为郑州都市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突出
表现在工作实、态势好、贡献大三个方面。
马懿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工信战线上
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马懿指出，近十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思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不
断的调整。2002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拉长
工业短腿、发挥商贸优势、带动农业现代
化”的工作思路；2006 年，根据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又提出了“强化枢纽地位、优化工业
结构、建设商贸都市、发展现代农业”的思
路，在原工作思路的基础上，突出了工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这些都促使了我市工业经
济快速发展。就今年情况看，我市经济仍
然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但由于我市产
业结构属于原材料型上游产业，加之富士
康、东风日产等重大项目投产拉动和煤炭
企业恢复生产等因素的影响，从整体数据
看，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我市经济的
发展影响不大，但从分行业和实质上看，对
我市经济发展特别工业经济的发展影响还
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要高度关注、注意监
测、随时分析研究，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的
调节调控，确保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针对我市产业结构调整，马懿指出，当
前我市工业仍处在转型期。改革开放30多
年的发展，我们基本上是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发展的大部分产业还是以资源型产业
为主，再往前发展，如果发展方式不转变，
资源就不可以维继，环境就不可以承受，发
展就不可以持续，发展方式是非转变不可
的。加快转型升级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
趋势，近年来，虽然在工业结构上我市已经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优
化，这是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实践证明，哪个地方转得早、转得快，就会
发展得好、发展得快。

针对产业集聚区建设，马懿指出，目
前，我市各县（市）、区产业集聚区发展不平
衡，部分产业集聚区还存在产业定位不明
晰、产业链条短、产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高
等问题，提升产业集聚区建设水平迫在眉
睫。产业集聚区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抓

手、载体和平台，要按照“四集一转”的要求
不断提高发展水平；要结合我市新型城镇
化的六项切入点工作，特别是组团和新城
建设，坚持走产城融合的路子，坚持基础设
施先行，做环境、做平台，通过环境和平台
吸引项目；要围绕主导产业进行招商引资，
积极引进“科技含量高、信息化涵盖广、经
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
型工业化项目，对那些高耗能、高污染、干
几年就成包袱的项目，宁肯发展得慢一点，
也坚决不要。

马懿强调，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要突
出，产业关联度要高，要形成产业链，发挥集
群优势，产业集聚区不能搞成产业“堆积
区”。要按照郑州都市区产业布局定位，科
学谋划各个区域的支撑产业，原则上每个县
（市）、区所确定的主导产业不超过三个，在
全市范围内，每个主导产业的布点不超过两
个。要切实抓好项目投资这个主题，对传统
优势产业进行改造提升，通过项目投资促进
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会议对获得“国家新型工业产业示范
基地”的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巩义产业集
聚区进行了表彰；对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300 亿元的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鸿富锦
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年销售收入首
次突破 200 亿元的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和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100 亿元
的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郑州工厂等 5 家企
业进行了表彰。

全市工业与信息化工作会议强调

突出转型升级 发挥主导作用
努力开创工信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提振地产行
业信心，迎接中原经济区建设大潮。昨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房地产业
商会联合举办“2012年河南省房地产业
龙年新春年会暨中原经济区建设高峰
论坛”。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会长、建设部原常务副部长刘志峰，副省
长赵建才，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梁静，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刘洪涛，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建慧等出席论坛。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
一。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关系民生。当
前，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房企库存持续

大幅增加，企业资金日益趋紧。在这种
局势下，是逆市抄底还是战略转型，是调
整产品结构谋求高质增长，还是锤炼内
功，隐忍蓄势？国内权威专家、房地产实
战企业家以及全省优秀房地产企业代表
300 余人齐聚一堂，共同研判 2012 年行
业变局，谋求应对良策。

论坛上，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观点
精彩纷呈。刘志峰以“顺应调控形势，把
握发展趋势，推进中原经济区房地产业
健康发展”为题，解析了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指引房企发展方向；地产界实战大
家、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志强，阐述了地产市场的改革与出路；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以“新
型城镇化为河南房地产发展带来的新机
遇”为题，诠释了加速推进城镇化给河南
地产创造的新机遇；建业住宅集团（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畅谈了
中原经济区建设给河南房企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

权威专家和地产大腕的思想智慧在
中原大地上碰撞，给“寒冬”中的河南楼
市点燃了一把火。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在当前楼市深度博弈的形势下，举办本
次论坛很有意义，为河南楼市注入新动
力，引导企业认清形势，调整布局，调整
节奏，巧度“寒冬”，迎接“春天”。

300专家聚郑研判房地产
行业变局谋求应对良策

湖北省政法系统
考察团考察我市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17 日至 18 日，由湖北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吴永文率领的湖北省政
法系统考察团到我市就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进行专题考
察。市领导王璋、黄保卫陪同。

17 日，考察团一行来到新郑市老年人服务中心、
和庄镇老年公寓、新华路街道领秀城社区、薛店镇常刘
中心社区、新郑市人民检察院、新郑市法院诉讼调解对
接中心、新郑市110服务中心等处进行参观考察，详细
了解新郑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有效做法。

18 日，调研组又来到郑州市公安局情报研判中
心、中原区建设路办事处综治中心和协作路社区进行
参观考察，着重了解我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

考察团成员表示，郑州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走出
了新路子、创造了新模式，值得借鉴学习。回去后将结
合实际加以消化吸收，促进本地相关工作开展。

郑州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超两万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昨日从市统计局传出消息，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612元，比上年
增长 14.4％；其中市区 22477 元，比上年增长 16.0％。
收入水平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名列第12位。

数据显示，2011年27个省会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平均为 23280 元，郑州市比平均水平低
3.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0元的城市有3个，
分别为广州 34438 元、杭州 34065 元、南京 32200 元。
20000～30000 元的城市有 17 个，分别是济南、呼和浩
特、长沙、福州、西安、成都、武汉、沈阳、郑州、合肥、昆
明、南昌、南宁、石家庄、长春、太原、哈尔滨。

1月70个城市
房价环比停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
的报告指出，1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
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下降的城市有48个，持平的
有22个。也就是说，7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
比全部下降或持平，告别上涨。

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看，1月份，我
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15个，比
上月增加了6个；同比涨幅回落的城市有50个，涨幅均
未超过3.9%。

从二手住宅价格变动情况看，1月份，我国70个大
中城市中，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54 个，比上月增加
了3个，持平的城市有11个；同比下降的城市有37个，
比上月增加了8个，同比涨幅回落的城市有29个，涨幅
均未超过3.5%。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五年后的航空
城是什么样子？昨日，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航空港区）召开综保区管委会成立后的
首个年度工作会议，详细描绘五年后的航
空城蓝图。管委会主任张延明表示，要大
力实施“五化战略”，力争到 2016 年全区生
产总值达 500 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 60 亿
元，建起一个基本完善的国际航空城城市
体系。

2011 年航空港区各项数据全线飘红：
全区生产总值突破 100 亿元，同比增长
84.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93 亿元，
同比增长 126%；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0.6 亿
元，同比增长26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86亿元，同比增长120.3%，增长速度连续
四个季度在全市保持第一。2012年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实际利用外资、外贸出口的增速均在50%。

郑州航空港位于郑州都市区“六城十
组团”首位，随着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的获
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确定为“十二五”期
间全国唯一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试点和富
士康的进驻，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板
块正在郑州东南崛起。按照把郑州航空城
建设成为国际化的高端产业集聚区、航空
经济示范区、科技创新先导区、和谐宜居新
城区的部署，“五化战略”是今后一个时期
全区发展的重要指南。

空港枢纽化。把郑州国际机场打造成
为集航空、铁路、公路、地铁、公交于一体的
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客运零距离换乘、货

运无缝对接。到 2016 年，郑州机场实现年
旅客吞吐量和年货邮吞吐量分别达到2600
万人次和 50 万吨，分别进入全国机场前 15
名和前10名。

经济临空化。以临空服务业、临空制
造业两轮驱动为突破口，促进资源要素向
临空经济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
倾斜，构建对接航空产业发展的现代产业
体系。到 2016 年，郑州航空城地区生产总
值、固定资产投资、外贸进出口总额均突破
5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突破2000
亿元，财政收入突破60亿元。

产业高端化。走大企业引领、大项目
支撑、集群式发展之路，到 2016 年，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60%以上，创建国家级研发中心 5 个，省级

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高新技术产业拉
动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长50%以上。

城市国际化。以全球性视野规划建设
城市，把航空城建设成为各种要素开放流
动、经济国际化和社会国际化协调发展的
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到 2016 年，实际利用
外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累计引进世界
500强企业达到30家。建成区面积达到8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70万人，城市化率
达到70%以上。

社会和谐化。坚持民生优先，加快发
展社会事业，提升人民群众的富裕指数、幸
福指数和平安指数，建设和谐幸福的航空
城。到 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3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2 万元，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航空港区拟定今年经济指标增速50%
实施“五化战略”提速航空城建设

巩义以林业产业化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曲孝生 邵玉英）记者
从昨日召开的巩义市全民义务植树暨春季造林动员会
上获悉，该市将用产业理念做大做强林业，通过大力实
施经济林建设，实现林业增效，农民增收。

巩义市以林业产业化为突破口，发展干果林、苗木
花卉林等增强林业的“含金量”，使绿水青山也能成为
金山银山。紧密围绕服务“三农”，积极实施名优经济
林基地建设，形成了河洛镇南河渡石榴、小关镇南岭新
村核桃、康店镇鲜杂果等特色经济林产业，还依托科技
对劣质低效林改造，培育出名优果品，畅销市场。

巩义市林业规模效应，还形成了生态旅游新优势，
已形成了青龙山、嵩阴、南河渡三个省级森林公园，长
寿山、杨树沟、洪河、蝴蝶谷等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
2011 年，巩义市旅游综合收入达 2.6 亿元，同比增长
30%，生态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功不可没。

为加快推进经济林建设，巩义市提出了建设“四个
十万亩”基地目标，其中要建成南部山区十万亩干果林
基地和百里邙岭十万亩林果业基地，利用三至五年，打
造巩义南部山区和北部邙岭的经济林支柱产业，真正
达到林业增效，农民增收，让农民共享植树造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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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免费发放
造林苗木百万株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赵学礼）近日，中牟

县林业技术人员超前运筹造林苗木工作，对全县所有
订单育苗户的苗木种类、数量以及级别等进行详细调
查，夯实春季造林基础。

为保证今年生态造林用苗，去年6月，中牟县林业
局已在县域内预订今春造林所需苗木 100 万株，并将
无偿发放给农民用于造林。

今春造林绿化，中牟将结合农村实际和有补助的
优惠政策，对境内原有集体林地、闲散荒地、四旁宜林
地，以租赁、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分包到人，做到先确
权、后造林，谁种植、谁所有。为提高群众造林积极性，
中牟为造林户免费提供优质苗木，并运送到各个造林
点；成立四个技术督导组，深入造林一线，全程服务、指
导造林绿化。

据了解，中牟县紧紧围绕生态宜居建设目标，以廊
道绿化为重点，专业公司施工；针对造林空间有限，采
取见空补造、见缝插绿、身边增绿等措施，大力营造生
态片林；对城区未绿化土地，继续实施生态绿化全覆
盖；计划新建生态片林 1.8 万亩，绿化廊道 6330 亩，抚
育中幼林6000亩，发展退耕还林后续产业700亩。

昨日，记者在碧沙岗公园内举行的“新华图书文化长廊”看到，各种类别的书籍展台依次排列，前来看书、
买书的人络绎不绝。为积极响应“好书刊进基层”活动，郑州市新华书店在碧沙岗公园、人民公园开设“新华
图书文化长廊”，打折销售几百个品种的图书，备受市民欢迎。 本报记者 李 焱 摄

好书刊进基层 文化长廊书香浓

存款准备金率
24 日起下调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 王宇 王培伟）中
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12 年 2 月 24 日起，下调存款类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此次下调后，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
20.5%，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7%。

这是今年以来我国央行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上次央行宣布下调准备金率是在 2011 年 11 月 30 日，
当时是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准备金率。

分析人士认为，央行此次下调准备金率0.5个百分
点，意在进一步释放银行体系流动性，缓解当前市场资
金紧张压力。粗略估算，此次下调后，可一次性释放银
行体系流动性约4000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