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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城镇化已成为中国社会

转型的必然趋势，传统的生

产、生活、组织等方式随之发

生改变，必将为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大的变革。新型城镇

化，不仅意味着让农民住进

楼房，更重要的是城乡差别

的逐步消失，真正实现城乡

一体融合发展。近年来，我

省结合国情、省情，积极探索

走好“两不牺牲、三化协调、

四化同步”科学发展的路子,

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郑州市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引

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以

网格为载体依靠群众推进工

作落实长效机制建设“三大

主体”工作，从新型社区建

设、产业支撑、长效保障方面

解决新型城镇化低成本、高

效率、可持续问题。

作为新郑，紧紧围绕“让

群众搬得进、不欠账、能就

业、有保障”的目标，着力构

建“两城、两市镇和 52 个新

型社区”的新型城乡体系。

在全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始终坚持“一个主

体、三项权益”，切实算好“六

本账”，大力实施院改楼、村

改居、集改股，村庄变社区、

农民变市民、房产变资产，健

全基层组织、网格管理、平安

架构、公共服务、社保体系的

“三改、三变、五健全”，实现

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服务

方式、管理方式、组织方式

“五个转变”，逐步走出了一

条“产业为基、就业为先、民

生为本、产区互动”的新型社

区建设发展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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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抓好“六个切入点”。紧紧抓好“六
个切入点”，即交通道路、生态廊道、四类社
区、组团起步区、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和产业
集聚区建设，这既是新型城镇化必须首先
突破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主要载体和抓手。

◆ 切实算好“六本账”。社区建设为
群众，新郑切实算好土地指标、农民利益、
资金运作、就业岗位、粮食生态、社会保障

“六本账”，打造“一个社区一个企业、一个
家庭两人就业”的新型社区建设模式，真正
做到保障群众利益，让老百姓成为新型社
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

◆ 产业支撑强保障。坚持“产区互动
增后劲、集体经济保长远、土地流转增活
力”的做法，实现社区建设与产业发展相辅
相成、共建共荣、合作共赢，切实改善社区
居民的生活和服务管理，增加群众实实在

在的收入。
◆“六位一体”搭平台。在统筹城乡

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基础上，致力于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智慧家园建设、服务组织建
设等六个方面建设，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向
社区延伸。

◆ 长效机制促和谐。 依托网格化管
理，切实做到“细分网格强责任、职能下沉
重实干、解决问题求实效”，实现网格布局
均衡、边界清晰、全域覆盖，网格管理更加
高效，问题解决更加快捷。

◆“四联一创”夯基础。按照多村联
体、组织联建、服务联动、动力联供，创建生
态宜居和谐文明美好家园“四联一创”的标
准，切实做到“建好队伍强力量、党员干部
做表率、依靠群众凝合力”，强化了基层组
织建设，凝聚了民心民力，加快了新型城镇
化建设进程。

◆ 生产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坚
持“钱袋子”和“面袋子”一起抓，既守
好耕地红线，又走绿色低碳发展之
路。全面落实惠农政策，就地转化为
新型农业产业工人，实现就近就业、就
地城镇化。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经济生
产率低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发展
格局。

◆ 生活方式向多样化转变。农
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农民市民化、农
村城市化过程中最深刻和最具有实质
性意义的变化。随着新郑人“洗脚上
楼、穿鞋进厂”的人越来越多，彻底告
别了社区群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方式。

◆ 服务方式向普惠化转变。随
着公共服务体系向新型社区的推进延
伸，更多群众享有普惠化、均等化的公

共服务，促进了城乡社会保障、公共
服务同质化、一体化、无差别。新社
区的居民更是拥有了“双重身份、双
重保障”。

◆ 管理方式向制度化转变。以
网格为载体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
实长效机制的构建，不仅使网格化管
理实现城乡全覆盖、无缝隙衔接，更使
广大农村管理方式逐步向制度化、规
范化、精细化转变。

◆ 组织方式向服务型转变。在
社区广泛成立社区居委会、居民监
督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工会、妇联、
共青团、合作组织、股份制公司等多
种形式的基层组织，为社区居民的
生产生活提供多层面、全方位的服
务，进一步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服务
能力。

遵循发展规律，走产区互动、产城融合之路

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只有大力发展产业，才能
提供就业岗位，加快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需求，使资源
得以升值和盘活；只有不失时机地加快城镇化进程，才
能增强集聚功能、服务功能和带动能力，为产业发展提
供土地和人力资源等要素保障。通过产业培育、城市建
设和人的发展三方面的有机融合，形成产业集聚、就业
增加、人口转移、产区互动、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格局。

尊重群众意愿，走民生为本、富民惠民之路

推进城镇化必须把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作为
根本目的。只有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合法
权益、顺应农民的美好期待，注重就业、住房、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等均衡发展，切切实实地增加就业、改善环
境、优化服务、提供保障，推动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促进城镇和谐发展，走以人为本、富民惠民之路，新型社

区才有澎湃动力、强大合力、持久魅力。

把握战略策略，走政府主导、企业运作之路

坚持政府主导，突出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与调控作
用，能够有效维护公共利益，主持公平正义，不仅降低新
型城镇化成本和代价，保障农民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而且实现了政府收益最大化；坚持企业运作，能够突出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优势，弥补政府在资金技术方面的不足，盘活国有、集
体资产。两者的相互合作、互促共进，将实现政府、企
业、群众等多方共赢的新局面。

创新体制机制，走统筹城乡、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优化城市体系、形态和布
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城
市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

力，建立完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长效机制，推进城乡
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同步化、均等
化。加快转变城乡粗放式发展模式，强化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高智能化水平，增强
文化魅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功能全面提升和可
持续发展。

打牢基层基础，走党建引领、依靠群众之路

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在科学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党的领导下，积
极构建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的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
作落实长效机制，从根本上维护群众权益，确保群众
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有保障、得实惠，真正让人民群
众成为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拥护者、参与者、推动
者、受益者。

23岁的常石磊是新郑市薛店镇常刘村的普通村
民，2011年8月以前，他像自己祖祖辈辈一样，和父亲
母亲、哥哥嫂子住在村里宅基地的房子内，过着蹲旱
厕、烧水洗澡的生活。一天天长大，石磊的父母开始
为儿子的婚房发起愁来。

没过多久，幸运的常石磊就不再发愁房子的问
题了。按照新郑市新型城镇化规划，常石磊所在的
常刘村，属于该市薛店镇第一社区南组团（常刘社
区）项目，按计划该村里将有 460多户村民先行入住
第一期房子。经过协商，全村各户派出代表，以抓阄
方式选出第一期入住名额。

父亲去抽签那天，常石磊在家里紧张地祈祷
着父亲能够抽中，这样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告别破
旧的矮房子，像城里人那样在环境优美的小区
生活。很快，常石磊的父亲带回的好消息让全
家沸腾了。更让大家高兴的是，该新型社区按
照人均 40 平方米标准无偿分配住房，按这个政
策常石磊一家可以得到两套房子，既可以自用，
也可以用于出租收取租金。随后的一段日子，

沉浸在喜悦中的常石磊一家日夜盼着能早日搬
入新房子。

2011年 8月，在其他村民羡慕的眼神中，常石磊
一家同其他460多户村民一同搬进了设施齐全、干净
整洁的常刘社区。看着眼前的喷泉广场、社区服务
中心，环顾远处的幼儿园、银行和超市，常石磊压抑
不住内心的激动，觉得一切仍像做梦一样。

搬入新家后，常石磊家里好事不断。他的父亲
通过社区服务中心，在附近一家工厂找到了仓库保
管员的工作，而常石磊自己则在另一家工厂找了份
月薪两千多元的工作。原来仅靠种地为经济来源的
一家人，突然间不仅有了固定工资，还有村里的集体
收益分红和土地流转后的租金收入，不少村民更是
靠着出租房屋过上了“包租公”的日子。

前不久，常石磊终于迎来了自己大喜的日子，常
石磊和妻子搬进了家里多分的那套房子，开始了幸
福的二人世界。对于未来，常石磊说，现在挣钱渠道
多了，很快就可以攒钱买辆车了，这是一家人以前不
敢想的好日子！

家门口就业圆了致富梦

吃过早饭，赵花枝把锅碗清洗干净，屋里、院外的卫生打
扫一新，看了看手表，此时才 7点半。“孩子他爸，我先上班走
了。”说完，她骑上自己的电动车出发了。

家住新郑市龙湖镇荆垌村的赵花枝在该镇的郑州宏美
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上班，也成了工薪一族。谈起这份工作，
赵花枝自豪地说：“自从我上了班，有了这份固定收入，家里
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她告诉记者，由于自己的年龄偏
大，又没有啥技术，以前只能在外边找点工地上打杂的活儿，

“想想那时在外打工的日子都心酸，孩子整天丢在家里，刮风
下雨还在外奔波，挣的钱却很少；看看现在，我想都不敢想，
每月能拿到2300多元，这都是党的好政策呀！”

2011年 8月份，赵花枝在本村村干部的介绍下来到公司
上班，那时同去的还有该村的另外几个村民。“咱新郑市的六
本账，真是一本好账，让老百姓发自内心地拍手叫好。‘一个
社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两人就业’的模式，真正破解了农民
就业难的问题。”该村党支部书记说。

以前，耕种是农民的唯一收入来源；如今，通过新型城镇
化建设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提高了收入水平。龙湖镇相关
负责人说：“我们依托华南城商贸物流园、郑州一棉、宏业纺
织和大学后勤管理部门等，实现每个家庭都能就业，年轻人
到郑州一棉、宏业纺织等单位上班，中老年人到大学后勤管
理处从事后勤服务工作，每年人均收入可增加1.5万元，真正
实现农民就近就业。”

种地也能刨出金

站在一望无际的万亩示范方前，新郑市八千乡湾左村支
部书记左喜民感慨颇多。几年前，该村还因为所处沙丘岗
地，水利设施不到位，一到浇水季节，全村人就头疼不已。

在左喜民的记忆中，至今仍有过去“水战”的痛苦。以前
全村人为每一亩小麦、每一亩花生浇水都要付出代价：排队、
争抢、守水，直到最后一棵苗子喝上水，“水战”才真正结束。

而如今，左喜民再也不用发愁村民们的浇水问题了。该
村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直接对准包干到户的责任田，把井
台、水源设在了田地旁。为了全力打造管理维护及时、节水
效益显著、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的示范区，新郑市通
过对该村新建改造水泵站、埋设低压输水管道、发展低压管
灌等实现了地埋管道直接连通农田，也破解了制约农田灌溉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据了解，现在湾左村有 980多户村民参与到万亩示范方

建设，种植业以小麦、玉米、花生为主，其年增产达到 10%以
上，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实现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几年前，左喜民开始带领村民们
发展高效农业。现在的湾左村，几乎家家都有蔬菜大棚。前
不久，郑州雏鹰蔬菜种植有限公司通过流转该村土地643亩，
建成了256座蔬菜大棚，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运作方
式，让利于农户，现在每个日光温室大棚收入在5万~8万元。

现在的左喜民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他想借着八千乡
计划在包括湾左村在内的七个行政村建成 5000座日光温室
和1000座拱棚的设施农业基地的机会，将该村的大棚种植规
模进一步扩大，直至成为全市人民名副其实的“菜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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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新家开启新生活

孟庄镇第二中心社区服务中心

辛店镇阳光花园新型社区

新港产业集聚区的河南桑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郑新快速通道已成为新郑又一条交通“大动脉”

集商务、休闲、宜居为一体的新郑新区

本报记者 陈扬边艳高凯
刘佳美李伟彬
刘栓阳 沈磊 文/图

“城里姑娘乡下跑，谁不说咱鸡王社区好？”这是
新郑市孟庄镇鸡王社区的群众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五年前的孟庄镇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农民人均
纯收入不足 8000元，今天的孟庄镇四周枣林环绕，
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和谐文
明的城镇。

“居住在三室两厅，自来水、电、天然气、
有线电视、光纤一应俱全，数字电视、电脑普

及率达到百分之百。现在每年都有几十
人外出旅游，有一百多人参加健身锻炼、

定期体检，有好多人为子女报名参加
了舞蹈班、钢琴班、绘画班等，大

家伙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能过上
如此惬意的生活。”该社区相

关负责人开心地说。
在该社区的

幼儿园施工场地
墙外，记者见到

张大妈，她指着里面对孙女说：“妞妞，你看，这些漂
亮的房子马上就要建好了，里面会有很多小朋友，还
有很多图书和玩具。”“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可以
上学了。”妞妞拍着小手开心地蹦了起来。“妞妞的爸
爸妈妈都去镇上的企业打工了，我们老人带着孩
子。妞妞该上学了，孩子们担心我们老人年龄大了
接送孩子不方便，她妈说要辞职不干呢。这不，家门
口的学校马上要建好了，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接送
问题了，他们也可以安心工作了。”张大妈说。

以前有个发烧、感冒的，大家还得跑到镇上去看
病，现在好了，社区的“片医”圆了大家的“家庭医生”
梦。打一个电话，他们会在最短时间内过来，还为每
一位村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同时还每年组织 60岁以
上中老年人和中小学生免费体检。

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如今的鸡王村，
发展之稳、变化之快、活力之强，已经让每个生活其
间的人感受到了她巨变的脉动，农民也在新型城镇
化建设中得到了实惠。

谁不说咱社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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