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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民生 谋发展 绘蓝图
本报记者 赵聪聪 高凯

又是一年春来到。新郑市四届人大二次会
议和政协四届二次会议在和煦的春风中胜利闭
幕。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来自全市各条战线
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肩负着全市人民的
重托，话民生、谋发展、绘蓝图，传递出老百姓最
真切的心声，擂响了新郑发展的战鼓。

今年的两会，没有鲜花、没有彩旗，没有锣
鼓，虽然简朴，但不失庄重与热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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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功能配套服务区”、“ 加快建设自然之美、社
会公正、城乡和谐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示范
区”等内容让代表、委员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将把‘两会’的精神
带到群众中去，加快新型社区建设步伐，让农村
更美、群众更幸福。”来自薛店镇的人大代表肖
军义对报告中提出的建设自然之美、社会公正、
城乡和谐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示范区倍感振
奋。

今年的两会，谈论最多的是民生和发展。
连日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新郑的经济
发展、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等方方面面，发表真
知灼见，共商发展大计。会场内，智慧碰撞,良策
频出：加大实体经济扶持力度、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推进教育均衡优质……
代表委员们抛出了一个个引人深思的课题，箴
言良策掷地有声；会场外，各方关注、百姓期待，
2013年为民实事出台引发街头巷尾群众热议，
更增添了新郑百姓对新一年的无限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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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主要成就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质量效益持

续提升。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86.3 亿
元，财政总收入72.48亿元，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26.96亿元。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
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上升至第 62
位，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排名第 2 位。
镇域经济实力增强，财政收入超亿元乡镇
达到4个，5个乡镇进入郑州市20强乡镇行
列。

——新型城镇化步伐加快，城乡环境持
续优化。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编制“三化”协
调发展空间布局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构建
了“两城、两市镇、52个新型社区”新型城镇
化发展布局。六个切入点工作全面展开。
被确定为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发展方式持续
转变。坚持重点项目推进、国土资产管理、
规划委员会例会制度，项目建设速度明显加
快，44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开工亿元以上项
目 29 个。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三次产业比
例调整为3.8︰72.3︰23.9。

——网格化管理扎实推进，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按照“条块融合、职责明确、联动负
责、网格覆盖”的原则，建立市、乡、村（社区）
三级网格 2444 个，下沉各级各类人员 3880
人，排查两大类20项工作突出矛盾27580起，
调处率达98%。“民生优先、城乡统筹”的新郑
经验被中央政法委作为典型在全国推广。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活力持续
增强。多措并举破解资金、土地难题，全年
争取上级资金12.2亿元，融资36.16亿元；新
批回建设用地 11713亩，盘活闲置土地 2439
亩，有力保障了重点项目建设需求。不断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年新招项目 78个，到位
资金81.2亿元，增长11.9%。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群众生活持续
改善。将更多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全年民
生支出达15.4亿元，向全市人民承诺的十件
实事圆满完成。

——政府建设得到加强，行政效能持续
提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
开展创先争优、干部素质讲堂等活动，全市
干部职工素质普遍增强、工作效能不断提
升。持续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政府信息公开
水平逐步提高，政府网站被评为全国优秀门
户网站领先奖。

2013年工作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抢抓机遇，主动作
为，勇于创新，率先突破，在加快信息化
进程中持续探索“两不三新”“三化”协
调科学发展新路子，紧紧围绕主题主线，
牢牢把握“强投资、夯基础、调结构、求
提升”的总基调，深入实施“融入大郑
州、融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承
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承接郑州产业辐
射”发展战略，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引
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依靠群众推进工
作落实长效机制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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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功能配套服务区，进
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增
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实现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加快建设自然之美、
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三化”协调科学
发展示范区。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以上；地方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7%以上；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25%以上；主要工业增加值增长
17%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6%左
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2%左
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2%左右；人口自
然增长率控制在 6‰以内；节能减排完成上
级下达任务。

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扩大投资规模，打赢三大战役，着力

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
围绕“两城、两市镇、52个新型社区”城

乡发展布局，以打赢“三大战役”为重点，持
续加大投资力度，确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年内开工率达到85%以上，加快新型城镇化
建设步伐。抓好产区互动建设，夯实新型城
镇化基础。加快龙湖商贸会展城建设，打造
省会南部新城。强化中心城区建设，打造郑
州都市区示范城市。加强交通道路建设，促
进城乡联动发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全力
打造美丽新郑。

★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着力
增强经济发展竞争力

制订主导产业发展规划，全面优化发展
环境，着力加速项目建设，努力推动高成长
性产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实现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
发展。壮大主导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坚持开放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破解瓶
颈制约，优化项目发展环境。

★夯实农村基础，提高农业效益，着力
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以发展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核
心，进一步加强农业投资，促进农业开发，改
善农村面貌，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
城乡共同繁荣。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优化农
村生活环境。加强农业综合开发，提高农业

产出能力。提升产业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

★传承黄帝文化，弘扬城市精神，着力
推进文化新郑建设

抢抓国家文化建设战略机遇，以提高全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目标，以黄帝
文化为龙头，以弘扬城市精神为载体，推动
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升城市软
实力。壮大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文化
事业。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强化网格管理，建设平安新郑，着力
促进社会和谐

坚持依靠群众、夯实基层、打好基础，寓
服务于管理，不断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
平，营造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环境和群众
生活环境。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深入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大力深化“平安新郑”建
设。

★繁荣社会事业，改善民生福祉，着力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民生所在，政之所行。坚持把群众最关
心的民生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多谋民生
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努力让人民群众生活得
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切实加强社会保障。
统筹推进各项事业。全力办好为民实事。

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科学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政府工

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将进一步转变职
能、创新管理、改进服务，努力建设职能科
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为圆满完成 2013 年各项任务提供坚
强保障。

★强化学习，创新行政。
★规范办事，依法行政。
★转变作风，高效行政。
★克己奉公，廉洁行政。

统一思想 狠抓落实
——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当前，摆在全市各级各部门面前一项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学习
好、贯彻好、落实好“两会”精神，团结带领全
市广大干部群众，朝着既定的目标坚定不移
地向前推进，取得各项工作的新进展、新突
破、新成效。

统一思想，才能行动一致。统一思想是
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健康
发展的有力支撑。我们要深刻认识过去一
年全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领会和把
握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全面领会和把握
今年工作的安排部署。各级各部门要通过
各种方式，把“两会”精神宣传到干部群众中
去，传达到一线，进一步统一思想、强化措
施，确保“两会”精神落到实处。

狠抓落实，才能再创佳绩。深入实施
“双融入、双承接”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三大
主体”工作，全力打好“三大战役”，着力打造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功能配套服务
区，加快建设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
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示范区，这是今年政
府工作的总体要求。实现好这一目标，必须
扩大投资规模，打赢三大战役，着力加快城
乡发展一体；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
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竞争力；夯实农村基础，
提高农业效益，着力促进农民致富增收；传
承黄帝文化，弘扬城市精神，着力推进文化
新郑建设；强化网格管理，建设平安新郑，着
力促进社会和谐；繁荣社会事业，改善民生
福祉，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站在新起点的新郑，发展前景更加广
阔。我们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更面临着难
得的历史机遇。这就需要我们有逢山开路、
遇河架桥的精神，牢牢把握“强投资、夯基
础、调结构、求提升”的总基调，不为困难风
险所惧，不为杂音噪音所扰，沿着正确的道
路开拓前进。

2013年新郑市
为民实事公布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改善办学条件、免
费为老人和中小学生体检、改造背街小巷、建设
公共停车场”……在新郑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上，这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被列为今
年该市为民办理的实事。

●改善城乡办学条件
新建、扩建中小学校 10 所；开工建设公办

幼儿园 15所，新增学前学位 6000个；继续落实
免除新郑籍高中段学生学费政策。

●扩大就业规模
新增就业再就业8200人，发放小额担保贷

款1.04亿元，新转移农村劳动力1.75万人。
●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
新建保障房500套。
●关爱老年人生活
新建改造12个村级幸福院和5个城市社区

老年服务站，继续实施新郑籍60周岁以上老人
免费乘坐城乡公交车政策。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免费为新郑籍 60 周岁以上老人和中小学

生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大病医疗保障病种增加
到 20 种，大病保险、新农合合并补偿标准提高
到35万元。

●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解决两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
●改善城乡环境
新改造背街小巷 30条、老旧小区 10个、街

头游园8个；开工建设人民中路、中华路两个公
共停车场和薛店镇、辛店镇两个新市镇污水处
理厂；按照规划为每个新型农村社区配建小型
污水处理厂。

●继续实施城乡道路亮化工程
实现市区至八千、龙王、梨河、观音寺、辛店

镇区通路灯。
●加强产品质量检测能力建设
建成省级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继续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工程
免费为3万户家庭配置数字机顶盒和智能

卡。

郑新快速通道
综合整治进展顺利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 通讯员 刘冬）2月
28 日，新郑市领导刘德金、孙阔、缑云峰、苏铁
林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郑新快速通道综合整
治情况进行调研。

在现场，电力、规划、林业、交通、广电等相
关单位负责人分别就前一阶段郑新快速通道辖
区范围内所涉及的管线入地、休闲步道建设、生
态廊道绿化工程等综合整治的进展情况，以及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汇报。

该市领导指出，各相关单位要各负其责，密
切配合，加大整治力度，赶超工期，争取高质量
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组织收听收看全省
消防工作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 通讯员 瑜洁）2
月28日，新郑市组织收听收看2013年全省消防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该市领导赵建武及各乡
镇、局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 2012 年全省消防工作开展情
况，宣读了省政府关于表彰2012年消防工作先
进单位的通告。会议要求，全省上下要进一步
确立全民消防，不断提高消防工作社会化防控
能力；坚持预防为主，全力提升消防管理规范化
水平；筑牢夯实基层，巩固完善消防安全网格化
管理；统筹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城乡抗御火灾的
整体水平。

新郑动态

伴随着浓浓的春意，新郑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政协新郑市第四
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胜利召开。会上，简
洁、实在、振奋人心的《政府工作报告》
赢得了与会代表、委员的交口赞誉。新郑
坚持三大主体工作，打好三大战役，着力
建设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示范区的宏伟目标，
让新郑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龙湖镇代表团的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
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客观全面、实事求
是，对新一年工作安排部署内容务实，目
标明确，使大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和信心；薛店镇代表团气氛热烈，代表们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畅所欲言。在谈到薛店
镇今后的发展时，代表们纷纷表示，薛店
镇要抢抓当前难得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
越、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良好的比较优

势，乘势而上，积极作为，加快建设“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示范区；郭店镇代表团
认为报告描绘了未来发展的大轮廓，让我
们看到了新郑市的发展形势与目标。该代
表团代表表示，要算好“六本账”让老百
姓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政协各界别委员也围绕报告进行了分
组讨论，党政群组和经济组委员围绕如何支
持企业更好发展、如何解决好民生问题等展

开了热烈讨论；在工商联组委员讨论中，大
家一致认为，报告是一个解放思想、求真务
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必将对促进“三化”
协调科学发展、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文艺教体医药
卫生组、侨台民族宗教组、社会法制组、农林
科技组和乡镇组的委员们，也围绕《政府工
作报告》并结合工作实际谈感受、提建议、献
良策。

群贤毕至纵论发展 万众一心共绘锦绣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组

建设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
“ 三 化 ”协 调 科 学 发 展 示 范 区

——《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参加政协分组讨
论的委员在认真记录
讨论内容。

本报记者
沈磊 摄

来自基层的
人大代表对《政
府工作报告》中
实现农民增收致
富内容感到格外
兴奋。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