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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经纬

龙腾虎跃歌盛世，欢天喜地
闹元宵。2月25日，农历正月十
六，新郑市举行2013年华夏优秀
传统民间文化展演秧歌大赛。来
自该市的60余支文艺表演队伍，
为群众献上了一道精彩纷呈的文
化大餐。

本报记者 刘栓阳高凯 文/图

2013郑州两会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2月20日，参加郑州市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的新郑代表团代表认真审议
郑州市市长马懿所做的《政
府工作报告》。省委常委、郑
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参加了审
议，并强调，新郑要率先建成

“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
代表一致认为报告简约

务实，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大家纷纷表
示，要将会议精神传达到一
线，落实在基层。

王广国代表发言时说，整
个报告突出了“三化”协调，彰
显了郑州特色；突出了战略方
向，彰显了工作导向；突出了
创新精神，彰显了务实作风；
突出了超越发展的追求，彰显
了为民谋利的宗旨。2012年，
新郑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方面实现了突破。2013年，将
大力实施“建设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功能配套服务
区”和“创新投融资模式”两项
战略，持续推进“三大主体”工
作，全力打好产区互动、龙湖
商贸会展城、中心城区新区建
设三大战役，继续算好土地指
标、农民利益、就业岗位、资金
运作、粮食生态和社会保障

“六本账”，集中精力打造5~10
个标准化新型社区，进一步增
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努力
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
发展。

张国宏代表说，《政府工
作报告》围绕“五位一体”的
总要求，把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生态建设纳入了整个
报告，无论是经济指标还是
各项工作举措都非常扎实。
2013 年的工作谋划，在“三大
主体”工作的引领下，重点突
出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建设和民生改善，以及
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
的长效机制这一保障，安排
部署了 9 大方面的工作。新
郑市将抓好新型城镇化引
领，推进好“三大主体”工作，
打好“三大战役”，推动经济
更好更快发展。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吴天君指出，《政府工作报告》
实事求是，鼓舞士气，催人奋
进，客观求实地总结了去年
的各项工作；对未来的发展，
特别是 2013 年的发展提出了
意见，全面阐释了郑州市委
十届三次全会确定郑州都市

区发展的理念、思路、举措。
吴天君强调，下一步要从2012年工作的成效中

来认识全市发展的思路、举措的正确性、科学性，坚
定贯彻落实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从当前发展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当中来认识各级干部的责任和使
命；要从全市竞相发展当中认识新郑市在郑州都市
区发展当中的责任和担当。

吴天君对新郑市 2012 年的各项工作给予了肯
定，并强调，新郑市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
机遇，率先建成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三
化”协调发展示范区。

郑州市领导孙金献、贾记鑫、赵武安、吴忠华及
新郑市领导李书良、刘德金、王宏坤也一同参加了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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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走马新郑，感受到的是分外
强烈的发展气息：一栋栋厂房内机声轰鸣，
一排排塔吊挥动着巨臂，一辆辆运输车来
回穿梭……

在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区建设的重
大机遇面前，新郑市围绕“三主三辅”产业体
系，坚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持续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迅速升温。

工业经济迈步新型化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长

春西汀注射液获得了2012年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但该公司并没有因为这项荣
誉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新的一年，他们又给
自己制定了新的目标：申报国家级科学技术
进步奖。

“只有转型发展，企业才能在市场上赢
得主动权。”该公司副总张向甫告诉记者，为
适应市场需求，他们依靠科学管理手段，组
织科研人员科技创新，实现了生产研发双核
驱动，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

2013年，新郑市进一步强化工业主导地
位，坚持一手抓高成长性产业发展和战略新
兴产业培育、一手抓传统产业提升，着力构
建以商贸物流、食品烟草、生物医药为主，以
富士康配套产业、高端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
提升为辅的“三主三辅”产业体系。同时，深
入实施工业经济“三年倍增五年超越”行动计
划，加快制定实施各项产业专项规划，促进生
产要素向重点产业集中，着力打造现代食品
制造、生物医药、新型建材、新能源新材料和
煤电五大超百亿产业集群。

现代服务业抢占新高地
郑新快速通道、107 国道新郑段建成

通车，华南城大道、华南城二路、求实路、
中华路四条道路开工建设……看似平常
的道路建设却为新郑现代服务业带来了
发展的春天。

新郑市把推进城镇化与繁荣服务业结
合起来，充分发挥交通区位、文化资源和高
校集聚优势，带动现代服务业比重提高、结
构优化、水平提升。

正是这些优势的带动，新郑才呈现了
郑州华南城商贸物流园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面、六盛钢材市场购销两旺的喜人场
景、国际石材工业园第一批近 50 家商户的
入驻局面……

同时，该市牢牢把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郑州华
南城商贸物流园的平台优势，主动承接郑州
市区市场外迁转移，集中规划和建设郑州会
展中心等一批大型商贸物流项目，着力打造
新郑龙湖商贸会展城。并积极做好六盛钢
材二期等重大物流项目，加快引进国内外知
名物流企业，发展国际采购、中转配送、分拨
分销等增值业务，进一步提升现代物流业的
发展层次。

现代农业助力发展
现实版的开心农场你玩儿过吗？新郑

君源有机农场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你只
要通过该公司的网络平台，就可以遥控种植
蔬菜，并且能在 24 小时内吃上你收获的蔬
菜；你还可以走进农场，真正在田地里种菜，

体验农场农耕带来的乐趣。
该农场负责人王利军介绍说，他们把土

地分割成每块 30 平方米的面积，由会员进
行认领，收获的蔬菜归个人所有，但种源、有
机肥、管理等由农场统一提供，在让会员体
验乐趣的同时，也收获到自己种植的高品质
有机蔬菜。

抓住城市人的怀旧、绿色情结，把城里
人请到田里“种地”，是新郑君源的发展休闲
农业、有机农业的成功探索。近年来，新郑
市大力倡导发展现代农业，先后涌现出了好
想你、雏鹰农牧等一大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今年，该市再次发力，计划年内完成 5
万亩农田综合开发项目，新打配机井856台
（套），新增灌溉面积3.6万亩，进一步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并坚持“抓品牌、创新品、
建基地”，重点推进君源蔬菜、中国国际红枣
综合产业园等 10 个农业特色示范园建设，
充分发挥好想你、雏鹰农牧等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农家乐、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进一步提高现
代农业的发展水平。

年新气象·突出三大主体 打赢三大战役

回眸2012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本报记者 赵聪聪

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戏剧、一个个全
心投入的草根演员、一群群翘首围观的
观众……为了让市民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文
化热情，新郑市采取各种措施，有力地促进
了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看到，在这座城
市里，一个个底蕴深厚的文化项目正成为
人们的心灵驻地和精神家园。广场是娱乐
天地、博物馆是历史缩影、图书馆是知识宝
库、文化馆是歌舞乐园、湿地公园是观景秀
地……因为它们的存在，这座城市正变得
文明、变得厚重，更变得智慧。

文旅融合激发活力
在新郑，郑风苑景区镌刻着《诗经·郑

风》的奇石，形态各异，令人流连忘返。她
以脍炙人口的郑风诗歌和缠绵悱恻的爱情
传说故事，使这里成为人们心中的爱情圣
地，吸引了众人前来一览她优美而迷人的
风情！另外，黄帝故里、具茨山、湿地公园
等景区也以独特的文化符号赢得省内外人
们的青睐。

文化为魂，旅游是体。在新郑，文化已
成为旅游的“灵魂”，增强了旅游的吸引力
和活力；旅游已将文化的内涵用形象生动
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形成了独有
特色的新郑旅游文化。文旅融合，促进了
文化繁荣，也加快了旅游业的发展。

品牌塑造提升影响
2012年，于新郑文化而言，既是百花齐

放的一年，也是砥砺奋进的一年。大型上
古史诗豫剧《轩辕大帝》首次公演、郑韩故
城东北角城墙遗址公园开工建设、郑国车
马坑和新郑博物馆升级改造，极大地丰富
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值得关注的是，这
一年，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第六届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成功举办、黄帝故里景
区成功入选“2012 郑州市风景名胜类十
大城市品牌”、2012 年中华枣乡风情游暨
第十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再次成为焦
点……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
文化活动极大地提升了新郑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使该市地域文化越发绽放出迷
人的光彩。

一直以来，新郑市加强特色文化品牌
建设，以新颖多样的形式、精彩纷呈的内容
充分展示着传统习俗的独特魅力和地域文
化的深厚底蕴，让一个个文化精品成为该
市金灿灿的名片，使城市更具魅力和活力。

公共服务普惠城乡
艺术传递幸福，文化改变生活。在新

郑市炎黄广场上，每天都汇聚着不约而同
前来娱乐的群众，他们吹拉弹唱，你方唱罢
我登场，采用快板、戏曲、歌曲，在嬉笑说唱
间将自己心中的感情表达出来，彰显出浓
浓的文化气息。而各个农村的文化大院发
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始终活跃着农民健身
运动的身影。

新郑市着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以“百
姓大舞台”、“戏曲擂台赛”等文化活动为载
体，为市民群众提供文化活动平台。全年
共举办戏曲、歌曲、器乐等各类比赛 10 多

场，上演综艺晚会32场，被郑州市委宣传部
评为“欢乐中原·魅力郑州”广场文化活动
先进单位；“黄帝故里·新郑市民文化大讲
堂（2012）”、“践行核心价值，做最美故里
人”、围绕“厚德、自强、传承、创新”的“新
郑精神”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营造出了积
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一系列活动的
开展，将文化深深地沁润到每个人的心
田，使新郑这片沃土上涌现出一个个文化
爱好者。

文化广场上歌舞翩跹，湿地公园里人
流如织，农家书屋内书香四溢……在一个
个片段和一幅幅剪影中，我们看到新郑文
化书写着一个又一个的靓丽篇章，看到一
个个百姓喜笑颜开。

文化繁荣发展 百姓笑逐颜开
本报记者 尹春灵

四川盐亭考察团考察
黄帝文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冬 樊鹏飞）2月25日，四川省盐亭

县委书记陈朝先带领考察团到新郑市参观考察该市黄
帝文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新郑市领导王广国、
王保军、缑云峰陪同。

作为新郑市友好县市之一的盐亭县，近年来一直
致力于嫘祖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并多次就嫘祖文化与
新郑展开交流。

考察团一行参观了黄帝故里、轩辕湖湿地文化园、
薛店镇第一社区、郑州华南城项目等，并进行深入交流。

通过考察，盐亭县考察团对新郑市黄帝文化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将借鉴该市
好的做法和经验。新郑市领导表示要加强两地交流与
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城乡重点区域整治和
生态廊道建设顺利推进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 通讯员 跃东）2 月 19
日，新郑市领导张国宏、马国亮、付桂荣、苗瑞光等带领
市规划、交运、林业等部门负责人，调研城乡重点区域
综合整治和生态廊道建设工作。

该市领导一行先后到 G107 沿途的新村镇、郭店
镇、龙湖镇等地进行实地察看，详细了解郑新快速通道
南延工程拆迁安置、生态廊道拆迁及绿化工作进展等
情况。每到一处，市领导都详细了解各项工作的进展
情况，询问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予以现场协调解决。

该市领导指出，当前生态廊道拆迁及绿化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各相关部门一定要提高认识、克难攻
坚、狠抓落实，尤其是在重点区域两侧的绿化美化工
作中，要充分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迅速推进，力争使
重点区域的景观有大的改变和提升。

又讯（记者 沈磊 通讯员 石丹）2 月 21 日，新郑市
领导李志强、康红阳带领相关局委、乡镇负责人到
G107 沿线涉及乡镇，现场察看拆迁、廊道绿化等工作
推进情况。

该市领导要求，在下步工作中，各相关单位、乡镇
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大工作力度，多组织施工机械和人
力，排除困难，采取得力措施，确保G107综合整治工作
早出形象。

政协新郑市四届三次常委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沈磊）2月21日，政协新郑市四届三

次常委会召开。该市政协领导陈莉、戴宇林、苏铁林、
李中俊、王海民、李建国、张全民出席会议，市政府常务
副市长孙淑芳应邀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日
程草案、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以
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推举常委会工作报告报
告人的决定、关于推举提案工作报告报告人的决定；审
议通过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有关人员名单、市政协关
于表彰2012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审议一
府两院工作报告草案和计划、财政报告草案，审议通过
关于增补赵明旭等 15 位同志为政协新郑市第四届委
员会委员的决定。

◀龙腾盛世。

新郑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幕
新郑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今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