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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郑州经济发展的
辉煌十年。

十年间，郑州的发展思路与时俱进：拉
长工业短腿，调整产业结构，以新型城镇化
为引领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科学发展
的探索和实践脚步铿锵，节奏鲜明，谱写出
激扬高亢的发展强音。

十年间，郑州经济总量连连攀高，从“泯
然众人”的普通城市跻身全国经济第一方阵。

十年间，我们风雨兼程，一路高潮迭现；
十年间，虽有困难崎岖，郑州一往无前。

十年
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迈新步
郑州曾经辉煌繁华，也曾经黯然平淡，

但郑州进步的脚步从未停滞，发展与进步的
探索从未止息。

进入21世纪，郑州始终在探索撬动经济
不断跨越不断发展的支点所在。

2003 年，郑州的经济发展思路调整为
“拉长工业短腿，发挥商贸优势，带动农业现
代化”。郑州把发展工业放在了第一位。“拉
长工业短腿”成为郑州撬动经济发展大船的
有力支点。

从 2003 年到 2007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均超过20%。郑州仅仅用时4年实现
工业增加值从500亿跳到1000亿。而此前，
从10亿元到400亿元，整整用了25年。

2007年,郑州经济发展思路调整为“强化
枢纽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建设商贸都市、发
展现代农业”。优化工业结构，旨在解决工
业长高、长大后出现的不集约、不协调、产业
链短、附加值低等新问题，进而实现经济持

续又好又快发展。
结构优化，让郑州的工业体格更健康。

2002年，我市销售超亿元企业仅有108家，超
百亿企业没有 1 家。2011 年，郑州超百亿企
业增至9家，其中3家企业销售收入突破300
亿元，两家突破200亿。

郑州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由2002年的
5.2︰46.1︰48.7，改变为2011年的2.7︰59.0︰
38.3。二产在全市经济中的占比近 60%。

伴随着工业发展的一路凯歌，现代服务
业凭借“中”和“通”的便利，阔步前行。

经过多年实践，借鉴世界发达城市的经
验，郑州的领导层认识到，未来城市经济的增
长点将最终落脚服务业。2006年，郑州召开
服务业发展大会，掀起现代服务业发展高潮。

数字是最好的说明。
2006年以来，会展业直接收入平均每年

在 7 亿元左右，带动相关产业收入近百亿
元。2011年，郑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987.1亿元，比2002年增长4倍多；全市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均比2002年
增长4倍；全市旅游总收入实现589.9亿元，比
2002年增长6倍；全市服务业实现税收占全部
税收的近七成，十年提高17.1个百分点。

今年 6 月，我市再次召开服务业发展大
会，明确服务业未来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这
次大会，是郑州实现经济持续良好发展的必
然选择，也是市委、市政府在重大发展机遇
面前关于产业发展的重新考量。

十年
大步向前科学发展成就丰
春华秋实，耕耘收获。

十年的探索实践，十年的汗水浇灌，孕
育着郑州经济大树的茁壮成长。

十年间，郑州经济总量历经千亿、2000
亿、3000亿、4000亿数次跳跃，顺利跻身全国
经济第一方阵。

从 1000 亿元跃升至 2000 亿元，郑州用
时三年；从 2000 亿元到 3000 亿元，时间缩短
至两年；从3000亿元飞跃至4000亿元，也仅
用两年。2011年底，郑州经济总量直逼5000
亿元，在全国的位次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
全国20强，名列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20位。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实现了比翼双
飞。财政数字和百姓收入的节节高攀，是很
好说明。

2002年，全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
成58.3亿元；2011年达到502.3亿元，比2002
年增长 8 倍多，名列全国地级以上城市 17
位。2002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494.7元，2011年突破两万元。

新十年
昂首踏上科学发展新征程
中原经济区谋划并上升为国之方略，郑

州迎来新的发展使命和发展机遇。
如何才能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挑大

梁、走前头”，如何才能在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中发挥龙头、重心和示范带动作用？

不辱使命挑大梁，敢于担当走前头。郑
州提出了建设郑州都巿区、打造中原经济区
核心增长区的宏伟蓝图。

去年召开的郑州市十次党代会，通过了
《中 原 经 济 区 郑 州 都 市 区 建 设 纲 要》
（2011—2020 年），《纲要》提出打造“中原经

济区核心增长区、建设全国重要的区域性中
心城市和最佳宜居环境城市”的战略定位，
要在全省率先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引领“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今年 7 月召开的市委十届三次全体（扩
大）会议，号召全市上下抓住当前的战略机
遇，大有作为。会议确定了突出新型城镇化
引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依靠群众推进工
作落实机制建设“三大主体”工作。

全国找坐标，中部求超越，河南挑大梁。
“三大主体”工作如同三幅巨画，为我们

描绘了郑州的美好未来。朝着这个美好未
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
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开始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搞建设，扎扎实实推动各项工作和
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两环十七放
射”、10 条市域快速通道和生态廊道建设成
效初显……

现代产业体系构筑方面，上半年，我市
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 19.4%，
分别高出全国、全省平均增速 8.9 个、4 个百
分点。同期，我市出口总额及增幅均居中部
六省省会第一……

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机制方面，上下
五级联动、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工作局面初步
形成，“纵到底、横到边”的责任体系初步
构建……

新一轮跨越发展的大幕已经开启，郑州
正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凝心聚力、主
动作为；正在按照市委十届三次全会确定的
目标，砥砺奋进、勇往直前。

郑州，美好蓝图正在照进现实！

开栏的话：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八大，是全市人
民的共同心愿，更是各条战
线的实际行动。今日起，本
报推出“喜迎党的十八大”系
列报道，开设“喜迎党的十八
大 —— 科 学 发 展 郑 州 巨
变”、“喜迎党的十八大——
科学发展 郑州亮点”、“喜迎
党的十八大——走基层 看
发展”、“喜迎党的十八大
——图说变化”等栏目，集中
展示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
大以来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辉煌成就，生动展
示科学发展的成功实践和宝
贵经验，充分反映经济社会
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
变化，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
共产党的先进性，进一步增
强绿城儿女开拓奋进、建设
美好郑州的信心和决心。

6000多万的农村户籍人口和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10%的城镇化率一直是河南
发展道路上两道难迈的坎儿。在中原经
济区建设中，河南探索“就地城镇化”，让
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改变。

濮阳市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
成始终有一个梦想，就是把村子建得
和城市一样。这几天，来自上海的建筑
规划师终于把他的想法变成了真正的

“蓝图”。
别看西辛庄只有600多口人，上规模

的企业却有 20 多家，总产值超过 10 亿
元，村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就有 9000 多
人。2011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2.6 万
元。而最让西辛庄人自豪的还是家门口

“跟城里没啥两样”的公共服务设施。
与老百姓的意愿不谋而合，早在

2010 年，河南就开始了“就地城镇化”的
探索，以产业为依托，将分散的行政村整
合为相对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设
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不
再是“空头支票”。河南在将涉农资金打
捆投向社区建设的同时，还由财政“以奖
代补”带动社会投资。2011年，河南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完成投资 650 多亿元。截
至目前，全省在建新型农村社区2302个，
初步建成400多个。

舞钢市张庄社区是已经建成的 400
多个社区之一，当年的“带头人”石金民，

现在既是开挖掘机的工人，又是家庭宾
馆老板，还是山货店经理，而且哪个名头
都不是虚的。

今年4月6日，石金民和21户邻居一
起“破天荒”地领到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和
房屋所有权证。一个月后，他用两证做
抵押，贷款15万元，投入山货经营。

石金民们的好日子已经开了头。今年
底，河南农村集体土地的每一宗地都将上

“户口”，集体土地登记发证完成后，全省
2100万户农民将告别“有地无权”的历史。

（据8月26日央视《新闻联播》）

河南：“就地城镇化”让农民换个活法

处暑温差大
周末有降雨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处暑时节昼夜温
差较大，天气呈现出早晚凉中午热的特点。据
省气象台预报称，本周无明显冷空气影响我
省，也没有明显降水天气，周一到周四，全省
以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周日前后，全省大部
分地区有一次降水天气。全省最高气温
33℃ ～35℃ 。最 低 气 温 西 部 山 区 21℃ ～
22℃，其他地区24℃～25℃。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一般在每年 8
月 23 日左右。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

“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炎热的
夏天即将过去了。我市气温接近常年同期，降
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一至周四晴天，周五
周六多云，周日有阵雨，最高温度33℃，最低
温度20℃。

今年的“处暑”，恰逢农历七月初七的七
夕节。进入处暑以来，气温下降明显，昼夜温差
加大，人们往往对夏秋交替的冷热变化不大适
应，容易引发呼吸道、肠胃炎和感冒等疾病。白
天可开窗让空气流动，晚上应关好门窗，防止
秋风流通使脾胃受凉。还要注意春捂秋冻，不
宜急于增加衣服，让体温在秋时勿高，以利于
收敛阳气。

全市乡镇比座次
20强名单昨出炉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昨日发布
2011 年全市 89 个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排
序，全市乡镇20强也同时出炉。

乡镇经济发展又好又快
去年，全市乡镇经济呈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特点。
乡镇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全市乡镇全年共

完 成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21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1148.4 亿元，同比
增长 8.2%；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56.4 亿元，同比增
长 25.1%。

运行质量进一步优化。全市乡镇非农产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4.8%，比上年提高0.8个
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5%，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
60431元，比上年提高8761元。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2011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050元，比上
年实际增长13.5%；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622元，比
上年实际增长15.5%；人均住房面积54.9平方米，
比上年增加 2.9 平方米。全市乡镇人均储蓄存款
余额14019元，比上年增加1945元；农村合作医疗
参合率 98.0%，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生活燃
气普及率 85.2%，比上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自来
水普及率 83.7%，比上年提高 4.8 个百分点；每万
在校学生拥有的教师人数 752 人，比上年增加 28
人；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29.2人，比上年
增加1.9人。

庙李大冶辛店居20强前三
全市乡镇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综合评价前20

位在县（市）分布18个，城区分布2个。其中：中牟
县 3 个，分别为白沙镇，郑庵镇，九龙镇；巩义市 4
个，分别为竹林镇，回郭镇，大峪沟镇，北山口镇；
荥阳市1个，豫龙镇；新密市4个，分别为超化镇，
来集镇，岳村镇，曲梁镇；新郑市4个，分别为辛店
镇，龙湖镇，薛店镇，新村镇；登封市 2 个，分别为
大冶镇，白坪乡；城区2个，分别为金水区庙李镇，
上街区峡窝镇。

其中，金水区庙李镇、登封市大冶镇、新郑市
辛店镇位居全市乡镇20强前三名。

分类评价显示各乡镇特色
该分析同时对各个乡镇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类

评价。
位居全市乡镇发展水平前10位的分别是：金

水区庙李镇、新郑市龙湖镇、中牟县白沙镇、登封
市大冶镇、巩义市竹林镇、新郑市辛店镇、新郑市
薛店镇、巩义市大峪沟镇、上街区峡窝镇、新密市
来集镇。

生活质量前 10 位分别是管城区圃田乡、
金水区庙李镇、新郑市新村镇、新郑市梨河镇、
惠济区古荥镇、惠济区花园口镇、新郑市和庄
镇、管城区南曹乡、新郑市郭店镇、新郑市观音
寺镇。

发展潜力前10位分别是新郑市新村镇、新郑
市城关乡、中牟县九龙镇、荥阳市高山镇、荥阳市
豫龙镇、中牟县郑庵镇、巩义市回郭镇、新郑市辛
店镇、巩义市河洛镇、荥阳市乔楼镇。

龙湖区域村庄
拆迁全部完成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孙思含）8 月 25
日上午，随着副市长、郑州新区管委会主任李公乐
一声令下，中州大道与三全路交会处三幢被实施
爆破的楼房轰然倒塌，这不仅标志着龙湖区域40
平方公里拆迁工作全部完成，更为龙湖金融中心
的大开发、大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2 个行政村、37 个自然村，需拆除各类建筑
物面积超过 1000 万平方米，涉及被征迁群众超
过 2.2 万名。征迁面积大，涉及群众多，情况复
杂，是一块不折不扣的“硬骨头”。自 2010年 9月
启动至今，郑东新区上上下下全力以赴，加班加
点，日夜兼程，用了不到 700 天的时间，圆满打赢
了这场攻坚战。

征迁工作的全部完成，为龙湖的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总长23.2公里的防渗墙工程基本完
工，平均深度约40米，总长为23公里，成墙面积约
80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单项工程中规模最大的
防渗墙工程，吉尼斯纪录正在申报中；湖区土方开
挖1412万立方米，已批复土地且具备开挖条件的
土方工程全部完工，龙湖初步成形，蓄水在即；魏
河改线工程、龙湖出口控制闸等配套工程根据龙
湖工程进度同步实施。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步推进。龙源十三街隧
道一期工程主体已经完工，龙翼四街两条湖底隧
道，已完成主体工程的 95%，预计年底前完工；
北三环东延工程、龙湖中环路、九如路、众意路
安置区周边的龙北三路、龙北四路等重点道路
建设全面展开，年底即可全部通车。按照计划，
今年龙湖区开工建设的 10 条道路，3 条隧道（其
中 2 条湖底隧道），4 座桥梁，3 座立交桥，将完成
投资23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红 文 丁友明 图）上周
末是郑州大学 2012 级新生集中报到的日
子。作为省会新学年最早开学的高校，郑大
迎来了1.7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也同
时揭开了省会高校开学的序幕。

8月25日上午，记者在郑大新校区看到，
一进入学院，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专门的工作
人员为前来报到的学生和家长指引说明；
而每个院系都在最显眼的地方设置了新
生报到接待站，秩序井然。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郑大寄给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中，
都有一份校园手绘地图（如图），通过地图
上所画的校园标志性建筑定位，哪里是运
动场馆、哪里是食堂、哪里是宿舍……全
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据介绍，郑州大学是今年我省迎新最早
的高校，郑大今年将迎来 1.7 万余名新生，其
中本科生约 1.3 万，研究生 4000 余人。随着
郑大新生入学，也揭开了今年省会高校开学
的序幕，从 8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省会高校将
陆续迎来数十万的2012级新生入学。

省教育部门提醒即将报到的各类高校新
生，报到要注意携带入学通知书、身份证、户
籍迁移证等相关证件。旅途中不要随身携带
大量现金；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
交给陌生人（包括不认识的老乡）看管，不要
食用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料；不要向陌生人
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以防上当受骗。

郑大1.7万新生入校
省会高校陆续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