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 23

□中共郑州市委机关报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48□邮发代号：35－3□第12623号□今日16版

2013年9月6日
星期五 农历癸巳年八月初二

今天白天到夜里晴间多云 风力偏南风3级 温度最高30℃最低20℃ 降水概率 1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朱殿
勇）9月5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
瞻到巩义市调研，深入产业集聚区
企业车间，察看生产环节，询问经营
情况，了解产业发展状况，指导县域
经济发展。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
记吴天君陪同调研。

巩义市是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县
市，经济综合实力连续多年位居全
省首位。谢伏瞻首先来到位于回
郭镇的巩义市产业集聚区公共服
务中心，走进规划展览馆，听取该
市工业发展历程、产业优势等情况
介绍。铝是巩义市的主导产业，这
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板、带、箔加
工基地。谢伏瞻先后到万达铝业、
明泰铝业、鑫泰铝业、泰邦铝业、人
民电缆和豫联能源等企业考察。
在万达铝业的企业展板前，了解到
企业这些年致力于生产的高端化、
终端化、高效益，铝深加工产品从
交通运输领域的船舶用板、汽车用

板，到印刷用的 PS 版基，再到包装
用的易拉罐体，谢伏瞻由衷地感
慨，你们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中
间产品到终端产品，产品应用领
域宽、覆盖面广，很好地化解了市
场波动的风险。今后要一手抓研
发，一手抓市场，扩大产能，加快
转型升级步伐。

得知明泰铝业正通过实施交通
用铝及工业型材项目，推进铝加工
由平轧材向高端挤压材转变，谢伏
瞻说，企业家要有创业激情，不能
坐等政策扶持和市场的好转，被动
发展，要想法设法求新求变，不断
促进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在转型
升级上走在前列。鑫泰铝业去年
新上了 3 条辊涂彩卷生产线，转型
生产铝幕墙板产品。谢伏瞻说，要
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形成价格优
势，提高企业竞争力。泰邦铝业是
一家生产家用铝箔、航空餐具等餐
厨用品的铝加工企业，产品远销欧

美。谢伏瞻鼓励企业要不断提高
产品档次，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
更快发展。在人民电缆，谢伏瞻鼓
励企业要放开思路，做大规模，更
好地发挥带动作用，为地方经济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豫联能源集团是煤电铝一体化
大型企业，具有 90 万吨的铝加工
能力。谢伏瞻察看了该企业新上
的新型包装材料高精铝板带项目
热连轧生产线，对企业提升生产
装备水平、加强科技创新的做法
给予肯定。考察期间，谢伏瞻指
出，铝是我省的传统支柱产业，要
适应市场需求，延伸产业链条，实
现全产业链发展，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同时积极开拓市场，一定可
以大有作为。希望巩义市在铝产
业转型升级上做好表率，为全省铝
产业整体脱困探索路子。

郑州市领导马懿、王璋、舒庆等
陪同调研。

郑州华润燃气系列报道之五：气化郑州篇

昔日的“绿城”郑州，在上个世纪 90年代
惜别了这个美誉。作为高效便捷的新能源，
天然气已成为时代的宠儿，充当起人类健康
的清洁卫士。在郑州再造碧水蓝天宜居城市
的过程中，在促进城市低碳经济发展、保护生
态环境、改善城市形象及投资环境中，绿色

“能源大使”天然气将担起重要角色！
2012年9月，郑州市政府出台“气化”郑州

方案，将在全市重点实施“3+1”工程，即实施
车辆油改气、供热锅炉煤（油）改气和燃煤电
厂改燃气电厂，同时逐步推进分布式能源项
目建设。力争2020年全面实现“气化郑州”的
战略目标，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能源
结构、改善大气质量，促进生态文明和“美丽
郑州”建设。

“气化”郑州 再造蓝天
去年冬季，当雾霾天气一次次侵袭我们的

呼吸道健康，不断加剧阴霾的心情时，那一刻我
们才真真切切感受到清洁空气的不可或缺，感
受到生命之源的品质与我们健康的密切关系。

冰冷的数字在向我们敲响警钟：上半
年，在全国第一批开展PM2.5监测的74个城
市中，我市空气质量排在倒数十名内，截至8

月 18日，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有 78天，
达标率为33.9%。郑州市2012年消耗天然气
7.5 亿立方米，仅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4.7%，天然气作为高品质的清洁能源在能源
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小，能源消费结构急
需改善。今年4月，市政府公布《“蓝天”工程
白皮书》，印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对各项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加快煤改气锅
炉市场开发及改造，今年做好 118台 10蒸吨
以下煤锅炉改气工作；加快热源厂改造步
伐，今年 11月 15日前要保证政七街、东明路
热源厂供气。

另外，根据锅炉的分布以及用量，不断完
善改造城区老旧管网，推进郑州市锅炉“煤改
气”工程，预计管网的改造工作量约为 90 公
里，投资约 1.5亿元；由华电分布式能源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和郑州华润燃气投资 6亿元共
同建设的富士康分布式能源站今年也将启动
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是我省首个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项目。

天然气汽车 环保节能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昔日宽敞的马路

已经被快速增长的汽车拥堵，汽油味弥漫城

市上空，而汽车尾气的排放是城市大气污染
的主要来源之一。

由于机动车是低空排放，对人体健康危
害极大。如何有效治理汽车尾气排放，还绿
城清新空气？发展天然气汽车被公认为解决
尾气排放污染的有效途径。2002年，郑州华
润燃气投资7500万元开发建设车用气市场，
这一项目符合环保、节能的社会需求，受到
广大市民的欢迎。据统计，目前郑州华润
燃气已建成12座加气站，为天然气公交、出
租车提供天然气供应服务。根据郑州市已
运行加气站的实际路测数据，与用油相比，
每辆天然气燃料汽车一年可减少污染物排
放量2.133吨。

今年上半年，郑州华润燃气全面推进私
家车、公务车、驾校车辆、市内小型运输车
油改气，共计新增天然气汽车4008辆，新增
的天然气汽车每年为郑州减少燃油 5122
吨，相当于为郑州减少污染物排放8557吨，
节能减排环保效益显著。目前郑州市LNG、
CNG汽车已达 2万余辆，涵盖了私家车、物
流运输车、长途客车及公交车等。未来，更
加充足的气源保障将对车用气市场发展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更有利于促进政府节能

减排工作的落实。

工业窑“煤改气”升级能源消费
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及技术创新，支撑郑

州市能源消费从煤炭消费向燃气消费转变，
成为 PM2.5 污染治理、改善大气质量及人居
环境的重要举措。

郑州华润燃气聘请国内专家对登封市境
内40余座工业窑（炉）进行煤改气节能技术改
造，实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使耐火材料及
建材领域的新型节能材料产品合格率达到
95%以上；增加余热回收再用与利用，最大程
度减少能源耗费。

目前，登封境内约有300余座工业炉窑，郑
州华润燃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逐步采用“煤改
气”技术改造，预计2015年用气量将达到15900
万立方米左右，将节约能源费 4547万元~9095
万元，减少飞灰排放 12900 吨，废渣 42000 吨，
烟尘 360 吨，二氧化碳 198400 吨，一氧化碳
4200吨，二氧化硫2700吨，粉尘1280吨。

热源厂“煤改气”供暖更洁净
作为 2013年郑州“十大”实事之一，郑州

华润燃气投入近亿元资金配合热源厂改造工

作。我市六座热源厂将实施“煤改气”，其中
东明路、政七街热源厂供气专线已开工建设，
预计于今冬采暖期前完工，仅这一条专线投
资约为9500万元。

令人欣慰的数字显示：这两项工程实施
后每年可减少烟尘排放 779.54吨，减少二氧
化硫排放462.1吨，减少氮氧化物1014.74吨，
使郑州的天空更蓝、水更清，具有节约能源、
改善环境及能源结构、提高供热质量等综合
效益。

郑州华润燃气股份公司战略管理部经理
陈恒军说，根据“气化”郑州规划方案，到“十
二五”末郑州市天然气供应规模达到 35亿立
方米，天然气在一次性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达
到 15%，市区气化率达到 95%、县（市）达到
40%。届时，郑州市将在家用、取暖、车用、商
业、工业、分布式能源利用、燃气热电厂等各
方面为百姓创造气化条件。

发展绿色能源，共建美好家园。“气化”郑
州将真正从蓝图走进百姓生活，郑州华润燃
气将以奉献清洁能源为己任，秉承“与您携
手，改变生活”的企业使命，在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建设美丽郑州、追求绿色发展的道路
上勇当先锋，再造绿城碧水蓝天！

谢伏瞻在巩义调研时指出

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表率

记者：新一轮限购政策将执行多
长时间？

江文静：这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
化和执行的效果。

我们会密切关注新政策的实施
效果，及时进行分析评估，适时做出
调整。

在执行限购的同时，我们还积极
采取了一系列的增加中小套型普通
商品住房供应的措施。

我们估计，这种短暂性的供求紧
张局面，将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
年得到有效缓解。

记者：除了限购之外，在增加商

品房供给方面有何措施？
江文静：郑州新一轮楼市调控，外

界更多关注限购，这是需求方面的调
控。在供给方面，我们采取了不少措施。

从短期看，我们将中小套型住房
达到总套数 70%的普通商品住房项
目，纳入保障性住房行政审批快速通
道，以加强中小户型住房的投放力度。

我们还将一部分城中村改造项
目纳入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年底前将
有 300 多万平方米的中小套型普通
商品住房陆续投放市场。

另外，郑州上半年商品房投资同
比增长30%，商品住房新开工同比增

长 38%，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提高，
这对商品住房供应将是利好消息。

从长期看，在增加普通商品住
房建设方面，年底前将再向市场推
出住宅用地 410.87 公顷，使今年住
宅用地供应规模同比增长达到 75%
左右。

2014 年和 2015 年，商品住房用
地供应保持不低于 10%的年均递增
速度。

同时，确保所供土地中70%以上
用于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保障
性住房建设。
（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5日12 版）

编者按：5日，《人民日报》在“民生三问”栏目以“细问
郑州限购新规”为题，对郑州收紧限购，进一步加强楼市
调控新政进行解读并给予肯定，本报今日全文转载，敬
请关注。

细问郑州限购新规
对话人：郑州市房管局市场监管处处长 江文静 人民日报记者 曲昌荣 胡雅婷

【核心观点】

观点一：
我们的口号是房价零增长，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观点二：
郑州新一轮调控，并非将限购范围由家庭扩大到个人。

观点三：
未来市场变化、政策执行效果，决定此次限购执行时间

的长短。

【新闻背景】

9月起，郑州收紧限购政策，原先年满18周岁的单
身人员可以买房，现在必须年满20周岁，且限购1套。

今年8月，住建部与郑州等7城市座谈，了解其房
地产市场状况、前期调控政策的执行情况及下一步调
控政策。

郑州为何此时收紧限购？是否意味着前期调控失
败？后续如何增加供给？郑州新一轮调控引发关注。

记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
房价涨幅，郑州位于二线城市前列。
有媒体报道，8 月，郑州被住建部约
谈。收紧限购，是否与此有关？

江文静：今年前 7 个月，郑州房
地产市场上，出现了供求关系暂时性
紧张的局面，影响了价格稳定。

从供给看，1~7月份，郑州市区商
品住房投放面积444.36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3.18%。加上前期土地供应偏
紧，导致今年商品住房供应不足。

从需求看，郑州人口基数特别大，
外来人口也很多，包括刚性需求在内
的住房需求，一直保持旺盛势头。

8 月下旬，住建部召开包括郑州

在内的 7 个城市的座谈会。在座谈
之前，这一轮的调控政策就已有所准
备。政策目标就是：保护和支持刚性
需求、打压投资性需求，增加有效供
应，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记者：之前的限购政策是否达到
了预期效果？

江文静：2011 年 3 月，郑州市开
始实施限购。当年，郑州市区房价呈
现出涨幅放缓、停涨的趋势。

2012 年，商品房库存及价格和
2011年比相对稳定，但供小于求的情
况开始出现。

2013 年 ，郑 州 楼 市 供 求 关 系
紧张局面进一步扩大。3 月 31 日，

市 政 府 发 布 继 续 调 控 楼 市 的 通
知，被外界称为“郑六条”。此后，5
月房价涨幅得到了控制，但 6 月、7
月房价涨幅很快。

记者：收紧限购能稳定房价吗？
江文静：我们的口号是房价零增

长，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可以从两个数据来看：一个是

市 房 管 局 每 月 发 布 的“ 郑 房 指
数”。今年 8 月，市区商品住宅销售
均价 7589 元/平方米，这个绝对值
我们希望调控后不要涨；另一个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0 个大中城市
房价变动情况，我们希望下半年环
比零增长，进而同比零增长。

一 问 限购为何现在收紧
7月房价涨幅位于二线城市前列

记者：有人认为，郑州新一轮调
控将限购范围由家庭扩大到个人，对
此应怎样理解？

江文静：此次调控，并不是将限
购范围由家庭扩大到个人。

通常来看，一个家庭主要是指夫
妻双方和未成年子女。而孩子满 18
岁成年后，就可以独立成家。因此，
我们不是将限购范围由家庭扩大到
个人。其根本目的还是进一步保护
刚性需求、压缩投资需求空间，缓解
供求矛盾。

记者：限 购 年 龄 为 何 定 在 20
岁？会不会抑制刚性需求？

江文静：9 年义务教育加上 3 年

高中或者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18岁
的年轻人通常还在学校读书。这部
分人群应该说还不属于刚性需求的
范围，一般不需要买房。

我国法定结婚年龄是女性 20
岁、男性 22 岁，所以把单身人员购
房年龄从 18 岁推迟到 20 岁。20 岁
之后可以结婚，可能有买房需求，允
许其购买 1 套住房。但他们毕竟是
年轻的单身人士，买 1 套房是刚需，
买第二套房就是投资了，所以要适
当加以限制。即年满 20 岁的单身
人员只能购买 1 套，满足其刚性需
求即可。

应该说目前还是刚需为主，这里

有两个数据可以证明：
今年 1~7 月，郑州销售的商品住

宅中，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占了
59.9％。两室一厅的房子，小青年结婚
用，这也是刚性需求购买最多的户
型。另外，今年1~7月，郑州共售出商
品房约4.8万套。我们从中抽样1.5万
套发现，商业贷款以及公积金贷款比
率高达82.87％，往年80％都不到。炒
房的人应该不怎么去贷款，贷款的还
是刚需为主。

通俗地讲，在暂时性供求关系
偏紧的情况下，大家都有购房需求，
就需要比一比、排排队，看看谁更需
要、谁更迫切。

全省互联网大会发布报告显示

河南网民达5248万户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宋建巧）昨日，全省首

届互联网大会在郑召开，3000余名嘉宾前来参观
展览并参加论坛。

大会由省通信管理局、省互联网协会主办，主
题为“信息编织美好中原经济区，网络构筑智慧郑
州航空港”。

会上发布的《河南省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
示，近几年，河南互联网用户数和业务量增长迅
猛。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互联网用户总数达5248
万户，全国排名第6位，中部排名第1位。备案网站
总数 15 万个，全国排名第 8 位，中部排名第 1 位。
河南已成为重要的互联网大省。

大会同时举办了“云计算与智慧城市高峰论
坛”、“移动互联网创新应用高层论坛”、“网络文化新
生活”、“新媒体营销”4个分论坛。（详细报道见6版）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岳朝辉）记者昨日从市
知识产权局获悉，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下发通知，确定全
国首批 8 个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郑州新材料产业
集聚区跻身其中。

据悉，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将以最新专利成果为
研发起点，把专利运用嵌入到产业、产品和市场创新之中，
通过建立专利信息分析与产业运行深度融合、专利创造与
产业创新高度匹配、专利布局对产业竞争保障有力的工作
机制，推动产业高端发展。实验区建设以特定产业集聚区为
依托，以提升企业专利运用能力为核心，以推动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专利协同运用为手段，积极探索专利运用推
动产业高端发展的新模式。建设期 2018 年 8 月截止，其
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建立跟踪管理机制和核心指标统
计制度，并组建专家指导委员会跟踪指导。（下转三版）

首批夏季
新兵启程
本报讯（ 记者 李娜 文 李焱 图

通讯员 马昕)昨日上午9时，在郑州火
车东站，首批夏季275名郑州籍新兵，
踏上开往北京的 G90 次高速列车，奔
赴向往已久的绿色军营，由此拉开了
今年河南省新兵启运的帷幕。

济南军区政委杜恒岩、政治部副
主任张建华，河南省党政军领导周和
平、李亚、卢长健、王宝贞，市党政军
领导王璋、刘贵新、尚守道、张学军、李
国记等出席欢送仪式。

三 问 加大供给有何实招
增加中小户型投放和住宅用地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