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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不仅是建高楼修马路，更重要的是打造舒适怡人、有品位、有文化的宜居环境。郑州市
不断提升中心城区整体形象和发展品位，着力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生活品质，使市民生活更加
惬意。郑州要真正成为国家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必须从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
功能等城市功能方面大力扩展、加速提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新型城镇化、提升中心城市功能
作为重要任务，郑州市要遵循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进一步加快培育优化中心城区功能，逐步
实现在城市建设方面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转变。

河南省委讲师团团长 张云成

（相关专题报道见5版）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
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
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省委书记郭庚茂：当前，我省城镇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既面对诸多难题，更面临巨大机
遇，加快城镇化的条件趋于成熟，我们必须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责任，遵循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
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积极稳妥发展，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加快新型城镇化引领的城乡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主体两个
载体”的“三位一体”统筹城乡发展理念，按照“中心城市带动、县城组团发展、产业集聚区支撑、统筹社区
建设”的思路，统筹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农民就地城镇化转换两大核心问题。

随着畅通郑州、
“六旧九新”片区改
造、四类社区建设、
老旧小区改造、市
场外迁、主干道两
侧违章建筑拆除、
区级综合性公园
建设、立交桥下空
间治理等 一 系 列
工程的实施，郑州
中心城区功能不断
提升，都市魅力进
一步彰显。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编者按：2013年 12月 30日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刊发
题为“郑州尝试‘结网治市’”的文章，报道了郑州践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群众路线，依托“网格”，建起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
社会治理新机制，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社会治理落实
在最末梢上的创新做法。本报今日予以转载，敬请关注。

郑州尝试“结网治市”
“网格”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社会治理落实在最末梢上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罗 辉 郭久辉

转型期社会，是经济迅捷发展、民
众持续受惠的时期；同时因为利益格局
复杂、社会诉求多元，也是各种矛盾的
多发期和叠加期。回应多元诉求、化解
问题矛盾，也就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
要工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在谈及“创新社会治理”时强
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源头
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
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
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
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州市 2012 年
以来尝试的“结网治市”，将“以网格为
载体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
建设”作为“三大主体”工作之一，是结
合市情市况、坚持源头治理“改进社会

治理方式”先行先试的探索。致力于打造
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再造了常态
社会管理的架构、细分了责任让“管得着
的看得见”——相信生活、工作在郑州
的所有人，都能体会和觉察到网格化管
理具体到自己产生的看得见、看不见的
影响，都能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表述自
己对网格化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想。

两年来“结网治市”网格化管理成
绩的取得，和系列工作扎扎实实地推进
密不可分。19801 个小网格划分，45388
名干部真正下沉，事无巨细，具体实际；
现代化信息指挥系统作为支撑，相关信
息更是部门、人员的考评依据，毫不含
糊，狠抓到底；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实
现了有机融合，用民众的话说是“拉近
了群众和政府的距离”，网格必然成为

“践行群众路线制度化的载体”。一切从
实际和现实出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解决了社会治理

“最后一公里”的梗塞，各种矛盾和问题
也就能最大化地解决在基层和末梢上。

矛盾问题均在第一时间、在基层得
到妥善解决，社会更和谐，城市也就更
美好。尤其重要的是，因为找到了公共管
理、公共服务，无缝对接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渠道
和方式，以网格为载体依靠群众推进工
作落实长效机制建设，也就必然应成为
践行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的常态作
为。2014年已然到来，在“三大主体”工
作收官之年，“结网治市”，“织网”布局，
更要全面升级：下沉到网格履行职责的
领导干部、各级网格工作人员，必须用更
多更好的持续作为，回应全体市民的殷
殷期待；全市上下齐心协力，都市区建设
必能在新的一年迎来更灿烂的未来。

“结网治市”让群众生活更美好
郑 重

之

功能提升
城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镇化的核心是改善人的生
活，而要以城带乡，首先要提升中
心城区功能，改善中心城区居民的
生活。

近年来，我市城市框架不断拉
大，但中心城区作为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引领
地位并未改变。特别是中心城区随
着人口、车辆的快速集聚，发展问
题越来越突出，发展瓶颈日趋明
显，实施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已刻不
容缓，这既是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
略的迫切需要，更是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和以城带乡、解决城乡二元
结构的必然选择。

从 2012 年起，市委市政府把
提升中心城区功能确定为新型城
镇化的六个切入点之一，内容包括
加快推进以畅通郑州工程为带动
的中心城区有机更新改造，围绕市

区 15 分钟上快速、15 分钟上高速
的畅通目标，继续实施“环形+井
字”快速骨干路网、188 条支路打
通、16个环城高速公路出入市口、
751个路口渠化等工程，带动沿线

“六旧九新”15个片区更新改造以
及主城区 177个批发市场、40个工
业企业、69个仓储企业和行政事业
单位外迁，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
市形态和产业业态。

其中，“六旧”片区即内环线区
域、医学院—碧沙岗区域、西流湖
区域、南阳路片区、省属机关办公
居住区域、福塔片区。计划投资
47.6 亿元，建设 27 个旧城改造项
目，包括加大二七商圈升级改造力
度，实施火车站西广场建设项目、
金地广场旧城改造项目、欧亚大酒
店片区升级改造项目、商都博物院
片区项目、聂庄片区连片改造项目
等；“九新”片区即郑州 IT产业园、
郑州文化旅游休闲创意区、龙湖区
域、龙子湖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区

域、郑州航空城、国际社区、白沙组
团、绿博组团。计划 282个项目，总
投资376.5亿元。

扎实推进
中心城区功能不断提升

2013 年，通过科学规划、务实
工作、深入推进，昔日的城中村，已
变成繁华的商业街；昔日的旧城
区，已嬗变成绿地、广场和公园，成
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中心
城区功能实现了美丽跃升。

目前，畅通郑州各项工程进
展顺利，十条市域快速通道已有
5 条建成通车，5 条正加快建设。
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已投入试运
营，2 号线工程建设各项工作有
序进行，5 号线及 1 号线二期工程
开工前各项准备正加快实施。三
环快速化工程已实现高架部分 U
字形通车。陇海快速路建设承台
开始浇筑。

（下转二版）

元旦假日，地铁客流激增。

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 宋晔 图）昨日，是新年第
一天，郑州地铁迎来首个假日客流高峰，据不完全统
计，元旦当天，截至下午6点，地铁1号线客运量已达
24万人次。由于客流猛增，郑州地铁公司在二七广
场站和桐柏路站启动一级客流控制。

“虽说地铁开通几天了，但今天是元旦假日，乘
地铁的人猛增。”二七广场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
客流量较大，上午启动了一级客流控制。

在地铁二七广场站，记者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自动售票机前、人工售票处、客服中心都排起了长长
的队伍。“我都排10分钟了，终于快轮到我了。”乘客
刘兰说，今天元旦放假带着孩子和母亲逛商场，她
家住在桐柏路站附近，坐地铁很方便，但没想到人
这么多。

来自郑州大学的几名学生告诉记者：“本来打算
去紫荆山公园玩的，由于地铁上人太多，就提前下
车了。”

“趁元旦放假，俺也来坐地铁‘尝尝鲜’，今天我们
是全家出动。”在紫荆山站，刚下车的王女士说，7岁
的儿子还不想下车，一直嚷嚷说自己还没坐过瘾。

地铁迎首个假日客流高峰
12小时运客24万人次 两站启动一级客流控制

本报讯（记者 王红）全市人力资
源市场中，啥职业最热门？啥岗位最
缺人？昨日，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公
布 2013年郑州市人力资源市场年度
职业供求榜单，营销人才最抢手，三
大行业最缺人。

2013年，郑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企
事业单位用工需求最多的十大热门
招聘职位依次是：销售、营销人员；普
工；技工；行政人员；企业管理人员、
部门经理；餐厅服务及厨工、营业员
及收银员；金融业务人员；房地产业
务员。其中，企业对销售和营销人员
需求尤为突出，招聘企业中有七成
以上对营销业务人员有需求。与之
相对应的是，去年我市求职者择业
十大热门职位依次是：普工；购销人
员；行政办公人员；社会服务人员；
建筑和工程施工人员；工程技术人
员；机械制造加工；企业管理人员；
经济业务人员；安保和消防人员。

职业供求分析报告显示，用人单
位招聘最注重求职者的实际工作经
验和实践动手能力。尤其是中高级
管理、专业技术类职位，对应聘人员
的相关行业工作经验有明确年限

“门槛”。
此外，统计显示，目前我市用

人需求最多的三大行业依次是：批
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求
职者不妨根据自身实际调整择业
方向，或者通过专业进修、能力培
训等多种方式扩宽求职渠道。

一张由 1.9 万个小网格组成的大
网，正在郑州全市城乡铺开，每一寸土
地、每个犄角旮旯都有管理员、责任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2012年以
来，郑州市依托这张网，建起政府管理
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新机制。

网格让“管得着的看得见”
几个月前，哈尔滨消费者王女士在

网上与郑州一家咨询公司签订股票交
易指导服务协议，交了服务费后却无法
联系上这家公司。她向郑州市工商局投
诉，但由于只有公司名称和QQ号，她
对投诉结果没抱希望。令她惊喜的是，
一星期后就收到了退款。工商执法人员
通过“网格排查”，在一所居民楼内找到
了这家已停业的公司。

“如果没有网格化管理，王女士的
案件不可能那么快办结。”郑州市工商
局局长岳希忠介绍，郑州有 1.9万多个
基层网格，就相当于 1.9万多双发现案
源、反馈问题的“眼睛”和执法的“触角”。

2012年以来，郑州市在不改变部门
职能设置，不增加人员的前提下，将全
市划分为三级网格，以街道办事处和乡
镇为基准划为 180个大网格、以社区和
行政村为基准划为 2879 个中网格，以
居民楼院和村民组为基准划为 19801
个小网格。市直及县（市）区各职能部门
的45388名干部下沉到网格履行职能。

“网格管理的初衷是解决社会管理
条块分割，职责不清的问题。”河南省委
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告诉记者，
社会人口结构越来越复杂，监管盲点和

难点层出不穷，小作坊、小企业等无证
照非法生产、非法经营、违章建设等屡
禁不止，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事故、稳定
事件防不胜防，政府管理模式不适应。
比如工商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规划局
等职能部门是管理执法主体，却因人员
少监管难到位；而基层街道办事处和乡
镇村组能发现问题却没有执法权。网格
化管理的重点在于细分责任，人员和资
源下沉，权力下放，条块联动，让“管得
着的看得见”。

以工商部门为例，网格化管理以
来，郑州 2765名工商干部下沉网格，无
缝对接，部门“单兵作战”变为“协同作
战”，有效弥补了工商执法力量的不
足。2013年，工商部门查办的各类案件
线索30%来自网格。 （下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