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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城镇化”写入十八大报告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
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在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坚持以新型城
镇化为引领，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被称为我省多年实践找到的城乡统筹、
城乡一体化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
增长点。

思路决定出路。新型城镇化，必
须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先行先试，率
先破题，必须用对思路。始终坚持“依
靠群众建设新型社区，确保农民成为
社区建设发展的主体，确保农民成为
购房建房的主体”这“一个主体”，维护

“农民宅基地的收益权，农民承包地的
承包权，农民社区房屋的所有权”这“三
个权益”，建设“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
乡和谐”的现代化都市区，这就是郑州
的思路。

方法决定成效。城镇化是最大的

内需载体，“载体”效用的最大化，必然
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着重追求质量和效率，确保群
众的切身权益。“一个主体”“三个权
益”的核心，是不从农村挖土地、不在
农民身上打主意，不以农民放弃土地
为身份转换和享受城市政策、公共服
务的条件，让群众在新型城镇化推进
当中，当期得实惠、长期有保障。这是
基本纲领，更是行动指南。

坚持“一个主体”确保“三个权
益”，说到做到，说好做好，需要贯彻到
新型城镇化引领的都市区建设工作的
方方面面。

言忠信，行笃敬。不仅是“四类社
区”建设，从都市区畅通工程建设，到
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工程实施、旧城区
产业升级工程推进，再到生态环境建
设工程施行，“一个主体”“三个权益”，
是坚持依靠群众的策略和方式，更是

做好各项工作的机制和措施：以新型
城镇化为引领，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
一年来务实发展的实践表明，我们是
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坚持“一个主体”确保“三个权益”，
坚持做到，坚持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各项工作，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最广
泛的参与和支持。

只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现实权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城乡二元结构和内需不足等问题也就会
迎刃而解。

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实践是最好的证明：一年来，正是有了
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以新型
农村社区为载体的人民群众居住环境
的城市化、公共服务的城市化、就业结
构的城市化、消费方式的城市化正在
快速形成，新型城镇化引领都市区跨
越，已迈入发展快车道。

坚持“一个主体”确保“三个权益”
评论员 李 记

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理当“挑大梁”。
“三化”协调发展，郑州必须“走前头”。
探寻引领郑州都市区跨越良机，郑州市

委、市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气魄，赋予城
镇化全新的要求、动力和使命。

“郑州是中原经济区建设最大受益者，也
必然是最大责任担当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吴天君指出，率先走出一条以新型城镇化为引
领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是郑州义不容
辞的责任。

美好蓝图昭示新超越
就像歌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有自身特

色；犹如弈棋，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主攻方向；
还若绘画，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会统筹兼顾。

如何突出特色、找到主攻方向、做到统筹
兼顾，发挥引领作用？

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大会向全市发
出号召：

“以大刀阔斧、势如破竹之势，迅速掀起新
型城镇化建设热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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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一个时期，新型城镇化就是引领郑州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

这个总抓手，对应着六个切入点：交通道
路建设、生态廊道建设、四类社区建设、城市组
团起步区建设、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和产业集聚
区建设。

对于新型城镇化，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喻新
安有个解释：

传统的城镇化“见物不见人”、“兴城不兴
业”、“重形不重神”，走的是城镇建设扩容的路
子。实践证明，城镇扩容发展易产生“城市病”
和“农村病”。

郑州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
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
发展为基本特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通
过城镇联结起来，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
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

这是一份正在建设中，让“城里的月光，点
亮田园梦想”与现代化发展目标对接的蓝图。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交通自古以
来皆系为政之大略、民生之要义、经济之命脉、
发展之基石。

惠济区北四环与天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廊
道两旁，高树、矮丛、绿地形成立体化绿化，走
在其间，十分惬意。

“这是‘两环十七放射’的一条主要道路，
很快就完工。”惠济区林业局总工程师王向生
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在荥阳“5826”路网建设施工现
场，工人们挥舞着铁锹，迎着寒风奋战，一条条
平整坚实的柏油路面实现了完美“变脸”。

一年来的交通道路和生态廊道建设，不仅
优化了郑州市生态环境，还构建起快速、便捷
的全域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郑州新城区、新
市镇、新型农村社区之间搭建起一条条人流、
物流、信息流通道。

务实发展共筑新愿景
跟随郑州新型城镇化的步伐，记者进城

镇、走乡村、入社区、访企业、问农户，体会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无尽活力与广阔前景。

穿过碧波粼粼的纸坊水库，巍峨嵩山脚
下，便是登封市唐庄乡。

农业乡、贫困乡、山区乡，这三个词足以勾
勒唐庄乡全貌。乡党委书记李剑玮说，山区面
积占全乡总面积70%左右。

唐庄乡定位“汉唐风韵、山水唐庄”，以镇区
为中心建设大社区，镇区周边因地制宜建工业园
区、苗圃蔬菜园区、风景旅游区及三产服务区，现
在东边的工业园区已有8家企业顺利入驻。

57岁的搬迁户王学民
以前住在20多里外的山沟
里。原来看病要走几公里
山路，小孩上学要么寄宿镇
区亲戚家，要么寄宿学校。
现在，社区门口就是诊所，
几百米外就是幼儿园和学
校。“那生活质量嗖嗖地提

高啊！”王学民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
许多媒体调查表明，大量“飘”在城里的农

民，迫切期望在“家门口”就业，能赚钱的同时，
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这些接受了城市文明洗礼的农民，渴望家
乡也有与城市一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记者在采访中，也有强烈的感受，强化新
型城镇化引领，不仅是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更
是广大农民的期盼。

目前，全市启动新型农村社区 68 个，合村
并城社区98个，城中村改造项目60个。

郑州各县（市）区已建成的新型农村社区，
折射出新型城镇化的六个“新”：“新”在涵盖农
村，从农村着手推进城镇化；“新”在不牺牲农
业和环境；“新”在农民可以就近转移到二三产
业中去；“新”在不再区分农民市民身份，都是
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新型职工；“新”在农民和市
民享受一样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新”在以
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

这些新型农村社区，实现了村民集中居
住，产业集聚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为经济发展
和群众生产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突出为民引领新跨越
古云：“为政之道，以厚民为本。”
郑州正在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突出为民”，

充分考虑农民实际承受能力，坚持让农民在城
镇化中获得实惠，实现“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
家、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的美好愿望。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不仅仅是引导农民集
中建房，也不仅仅是把农民变成市民，还在于
促进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好比建一栋大厦，
产业是大厦的基础。有产业，农民就业才有基
础，农民收入才有保障，才能“进得来、留得住、
过得好”，真正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新郑市薛店镇第一社区南组团整合了常
刘、薛集、草庙马三个行政村，现已建成一期，
296户村民入住，常书松家就是其中之一。

常书松原来是常刘村的庄稼汉，新社区建
成后，他“转业”成为社区物业管理人员。他的
两个儿子及媳妇在镇上工业园区上班。

社区紧邻中原食品工业园，现有白象、胖
哥等食品企业80多家，社区80%的劳动力在食
品工业园打工。

在社区门口，一个牌子格外醒目：“一个社
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两个人就业”。薛店镇
负责人说，这是新郑提倡的就业模式。

通过发展产业集聚区、规划农民创业园、发
展现代农业等途径，各县（市）区依托新型农村
社区创办产业园区，宜工则工、宜商贸则商贸、
宜旅游则旅游，培育特色经济，发展配套经济，
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稳定来源，促进农民就近
就地转移就业，就地实现生活、生产方式转变。

让群众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保
障农民宅基地收益权，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和社
区房屋的所有权，是郑州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一大特色，是维护农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市委书记吴天君在接受《中国经营报》专
访时强调：“新型城镇化‘一个主体三个权益’
的核心就是不从农村挖土地、不在农民身上打
主意，不以农民放弃土地为身份转换和享受城
市政策、公共服务的条件，让群众在新型城镇
化推进当中，当期得实惠、长期有保障。”

一年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一年的产业集
聚区谋划，郑州初步回答了“产业在哪里布局、
布局什么样的产业，人们在哪里居住、居住在
什么样的环境”的新型城镇化原始命题。

统筹城乡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为平等
交换城乡要素、均衡配置城乡资源的愿景找到
了路径，为居住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
就业结构城市化、消费方式城市化奠定了基础。

这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源之水，是引领郑州
都市区发展实现跨越的有本之木。

明日请看“三大主体”工作年度系列报道之三——《现代产业体系支撑都市区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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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雾 风力东北风3级 温度最高3℃最低-1℃ 降水概率 3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李娜）
昨日下午，省委书记卢展工来到
他所在的郑州代表团，与代表们
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卢展
工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热烈发言
后指出，郑州在全省发展中的地
位非常重要、非常特殊、非常关

键，要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挑大
梁、走前头、作表率”。

省领导王文超参加郑州代表
团审议。

马懿、张国宏、张延明、李公
乐、李伏安、袁三军、张国臣等先后
作了发言。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卢
展工指出，《政府工作报告》体
现出 8 个鲜明的关键词：持续、
求进、民生、开放、转变、统筹、
求实、清醒。

卢展工对 8 个关键词进行了
详细阐述。 （下转第二版）

卢展工参加郑州代表团讨论时勉励我市

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
挑大梁走前头作表率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刘亚辉 本报记者 李娜 张乔普）1月21日上午，河南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展工、郭庚茂、邓凯、曹维新、王菊梅、李新民、王文
超、刘怀廉、刘新民、张程锋、铁代生、储亚平、蒋笃运、秦玉海、张大卫主持大会并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省领导叶冬松、李克、刘春良、毛万春、周和平、史济春、刘满仓、吴天君、赵素
萍、夏杰在主席台就座。

范钦臣、王全书、李清林和任克礼、林英海也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9时，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展工宣布：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共有代表952名，出席开幕大会的代表930人，符合法定人数，现在大会正式开幕。
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会堂内响起雄壮的国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省长郭庚茂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

过去五年的工作；二、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三、2013 年重点工作；四、持续提高
政府工作水平。

郭庚茂说，刚刚过去的2012年，我省以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和学习贯彻
十八大精神为动力，全面落实省第九次党代会部署，持续求进，务实发展，根据形势变
化特点，突出扩需求、创优势、破瓶颈、惠民生四个着力点，较好地完成了省十一届人
大五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预计全省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1%，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2%、16%和54.3%，财政
总收入及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支出分别增长15.1%和18.5%、17.8%，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9.5%和11.3%。

郭庚茂说，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四个重在”实践要领，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总体战略，持续探索“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用领
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以务实发展树立务实河南形象，团结奋进、攻坚
克难，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持续、总体提升、总体协调、总体有效。富民强省迈出新
步伐，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好的趋势；发展后劲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好的
态势；河南形象持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好的气势。

郭庚茂说，回顾五年的工作，成绩来之不易，历程很不平凡。面对内外矛盾
叠加的严峻形势和转型攻坚的艰巨任务，我们超前谋划、积极应对，统筹兼顾、科
学运作，在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征程上进行了不懈努力、迈出了坚实步伐。
主要工作是：突出战略谋划，持续探索中原崛起之路；科学有效应对危机，保持经
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深入推进开放改革，努力实现借助外力与激活内力有机统
一；加强载体和体系建设，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着力创优势补短板，不断
夯实长远发展基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郭庚茂说，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确保到2020年一亿
河南人民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必须担负起的历史责任。今后五年，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经济综合实力再上一个大台阶，人民
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现代化建设再上一个大台阶，基础支撑条件基本完
备，体制机制保障基本完备。2013年要着重做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一、强化开
放带动和改革创新，持续增强发展活力动力。二、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持续推
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三、强化新型工业化主导，持续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持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五、强化基础支撑能力建设，
持续培育战略竞争新优势。六、强化文化强省建设，持续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
七、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打造美丽中原。八、强化民生改善和社会管理创新，
持续构建和谐中原。

大会还书面听取了《关于河南省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3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河南省 201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有：刘孟合、王明义、徐济超、陈雪枫、赵建才、王铁、张
广智、孔玉芳、王训智、靳绥东、邓永俭、王平、李英杰、龚立群、梁静、张亚忠、高体健、
张立勇、蔡宁、陈小江、邬江兴、王义、沈涛、卢长健、杨宏杰、李振领、姜思源、陆其杰。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林晓、刘广祥、范濂、秦科才、王宏范、武守全、刘玉洁、李
润田、胡树俭、姚如学、郑增茂、张德广、张世英、亢崇仁、张国荣、胡廷积、李学斌、席
宝山、姚侠、王英洲、杨迪铣、张建中、李长铎、张世军、李志斌、张以祥、贾连朝、张洪
华、郭国三、张涛、陈义初、李道民、王尚宇、李中央、刘其文和大会主席团成员。

袁家新、曹建新、刘生辉也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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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省委书记卢展工在参加郑州代表
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对郑州
过去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对郑州
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郑州的发展日新月异，为河
南的形象增光添彩。郑州的大步
跨越，提升了河南的形象。这是卢
展工对我市的充分肯定。

郑州的发展要放宽眼界，拉
高坐标，要跟全国省会城市比、跟
沿海发达城市比、跟世界先进城
市比，在方方面面为河南的发展
立标杆、作表率。这是卢展工对我
市的更高要求。

卢展工的充分肯定，虽然语
句不多，但分量很重。从他的话语
里，全市人民备受鼓舞，精神振奋，
为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而自豪，为

能为河南的发展增光添彩而荣光。
在他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是期
望，体会的是责任，感觉的是力量。

卢展工的更高要求，有着丰
富的内涵，既有理论性，又有可操
作性，高屋建瓴，内容深刻，切合郑
州实际，指明了郑州发展方向。要
把这些讲话作为一个科学的、系
统的整体来学习，来理解，来领
会，务必学习到位、理解到位、领
会到位。

要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具体
实践中，扎扎实实、坚定不移地推
进“三大主体”工作。“三大主体”
工作是郑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积
极探索，是郑州经济社会发展到
现阶段的必然选择，是郑州人民
肩负“挑大梁、走前头、作表率”的
使命和责任之下的生动实践，是加

快郑州都市区建设的有力抓手。
应该说，经过全市上下的共

同努力，克难攻坚，戮力前行，“三
大主体”工作扎实推进，取得了不
同程度的进展，为下一步的深化、
提高、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成绩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
要结合学习卢展工同志的讲话精
神，克难攻坚，一鼓作气，努力开
创推进“三大主体”工作的新局
面，为河南增光添彩。

期望是更新的追求，责任是
更多的担当，力量是更大的自信。
任何时期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些
重要的正能量。让我们在找期望
中凝神聚力，在找责任中负重前
行，在找力量中实现超越。

基础坚实，我们有更多的憧
憬：日新月异，增光添彩！

日新月异 增光添彩
本报评论员

新型农村社区。 本报记者 唐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