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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13 年，注定
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是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这一年，“三大主体”工作深入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扬帆起航；这一年，“蓝天工程”大刀阔斧起
步，“畅通郑州”建设步履铿锵；这一年，拔地而起的校园
让更多的孩子沐浴知识的阳光、破土而出的医院让更多
的市民享受更贴心的医疗服务；这一年，为民办理“十大
实事”圆满完成，广覆盖的社会保障让更多“新郑州人”有
了“根儿”的感觉……

这一年，全市公共财政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全面民生
支出达到501.7亿元，增长18.2%。

省市“民生十大实事”全面完成。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确定并实施了规范养犬管理、变电站落地建设
等12项专项治理，一大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开工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90所、中小学31所，
新增市区中小学优质学位3.4万个。7个区域性医疗中心
共投入资金7.1亿元，新增优质医疗床位3300张，覆盖城乡
的“片医”负责制得到完善。进一步健全城乡就业服务网
络，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15万人。深化经适房、廉租
房、公租房“三房合一”制度改革，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全
市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完成，新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4.6万
多套，新建成保障性住房4.57万套，超额完成省政府下达
的年度任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植树造林13.55万亩，城区新增绿地815万平方米；实施

“蓝天”工程，强化PM2.5监测和防治，加强黄标车和建筑
扬尘处理，拆除燃煤锅炉532台。南水北调、引黄调蓄等
一批水源工程和生态水系工程进展顺利。困难群体救助
体系进一步完善，市救助管理站被授予“国家一级救助管
理机构”。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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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体”工作·民生改善篇

民生大实事 今年再出发

2013 年 4 月 15 日，市政府发布《“蓝
天”工程白皮书》，公布大气污染治理一揽
子措施，打出系列治污“组合拳”，留住更多
蓝天：以燃煤、机动车尾气和扬尘治理为重
点，多部门联动强力推进 PM2.5 污染源整

治。大力实施生态绿化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1.13亿元，营造生态林 14.2万亩；市区新增绿

地815.3万平方米，新植乔木58.85万株，有效改
善和美化了市容环境。

新的一年，我市将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继
续加大燃煤锅炉拆改力度，年底全部拆改到位。深化

工业大气污染源治理，加强重点行业脱硫脱硝治理。继续
推进黄标车治理。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强化扬尘污染
防治。深入推进“气化郑州”建设。今年，全市主要污染物总量
控制在省定目标之内，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省定目
标要求。

2013年，我市教育均衡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持续实施优
质教育资源促进计划，财政计划投入资金 28.3亿元，采取扩建
挖潜、联合办学、学校托管等方式，努力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广
大适龄学生。投资15.5亿元为市区新建、改扩建的30所中小学
校已全面开工，全部建成后将增加 967 个教学班、4.47 万个学
位。投资 5.2亿元，新增加优质学位 3.5万个，极大地缓解了升
学就学压力。投资 8.1亿元为全市新建、改扩建的 93所公办幼
儿园已全部开工，增加 978个班、2.93万个学位。256所民办幼
儿园完成达标升级，入学难、入托难问题正在逐步得到缓解。

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持续实施优质医疗
资源倍增工程，以改革创新理念扩张优质医疗资源规模，以
全覆盖理念推进群众就近就医。郑州人民医院颐和医院去

年 6 月份正式开诊，新增优质床位 1500 张。全面实施居
民健康档案、病历和诊疗信息共享计划，累计发放

居民健康卡 100 万张，群众就医更加便捷高
效。持续提升乡镇、社区医疗卫生水平，投

资 960万元重点支持的 16所新型农村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建成。持续推进

中医中药进农村、进社区工作，投资
2678 万元为全市 150 家社区卫生服
务站、1500 家村卫生室配备中医
药诊疗设备 19800台（件）。

保障性住房建设进一步加
快。全年累计完成投资 9.25 亿
元，全力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大力实施安居工程，投入资金
7.89 亿元，新开工建设保障房
45889 套（其中公租房 25444 套，
经 适 房 3786 套 ，棚 户 区 改 造
16655 套），45672 套 已 基 本 建
成。投入资金 1.36 亿元，完成了
830 个老旧小区物业基础设施改
造，老旧小区脏乱差现象得到有
效治理，群众生活环境有效提升。

新的一年，市委、市政府将继续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更加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

“以畅通郑州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落实好各项民
生实事工程。”市委十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市委书记吴天
君的话掷地有声。2014年，我市将全力推进“两环十七放射”、
十条市域快速通道、“井字+环形”快速骨干路网、轨道交通网、
断头路打通、路口渠化、绕城高速出入市口等工程建设，落实公
共路权优先政策，强化交通组织管理，确保白皮书承诺如期实
现。我市将突出“空气、水、绿”三大重点，坚持治理与发展相结
合，大力实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水系和森林城市建设，不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坚决打赢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这
场硬仗。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点和落脚点，继续加
大财政投入，认真做好省市‘十大实事’等民生工作，力争全年
民生方面投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65%以上。”市委
副书记、市长马懿庄严承诺。

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让群众
得到更多的实惠，是我们确定目标的出发点，推进工作的立足
点，检验效果的落脚点。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人对幸福的追求没有止
境，改善民生是永恒的主题。

2014年的美丽画卷已经徐徐展开。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第一年，是郑州都市区建设“抓改革、强投资、调结构、求提
升”的科学发展、务实发展之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勤劳智慧的郑州人民必定会在城乡统筹发展、综合交通枢
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城市形态风貌建设方面在全国大
中城市中争先晋位，为建设“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
丽河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也必将在自己辛勤的汗水中，分
享到更多发展成果，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民生“十大实事”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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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郑州”建设取得较大突破

→食品安全检测
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
市 区 117 家 农 贸（批
发）市场、61家大型超
市的蔬菜、水果等8类
物品全部实现质量安
全市场准入检测监管。

↑为有效维护社
会大局持续稳定，我
市警方开展武装巡逻
等多种行动，全力打
造平安郑州。

我市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增加。郑州图书馆新馆去年建成投
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州市投资规模最大的社会文化设施。

↑我市公共医疗卫生发展平稳，居民在社区
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精彩纷呈的群众文体活动，
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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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交通发展←我市交通发展
迅猛迅猛，高铁穿行郑州，，高铁穿行郑州，
加速了郑州和其他城加速了郑州和其他城
市的往来。市的往来。

↑绿城作为国家园林城市，如今四季有花，四季有绿。

办好民生“十大实事”是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重，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具现
实利益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群众呼声和社会需求
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根据轻重缓急，重点选取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
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以及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民生事
项作为年度为民办理“十大实事”，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教
育、文化体育、生态建设、住房保障、公共安全、统筹城乡等领域，办理了
一大批民生实事，在促进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同时，极大改善
了省会民生，提高了市民生活水平。

2013年市民生“十大实事”共 40项任务，涵盖就业、教育、卫生服
务、交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 10个方面，分别由 26个主办单位和 16个
县（市）区、开发区承办落实。目前，40项任务已全部完成，累计支出资
金51亿元，是年初投资计划（45.3亿元）的112.6%。

创业就业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大。就业是民生之本，市政府连续多年
将鼓励创业、促进就业工作纳入“十大实事”，实现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 3%以内的目标。全年完成各类创业培训 10500 人，再就业培训
36951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68000人。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全
年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6亿元，共有54.41万人次享受到各项就业扶
持政策。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 14.86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5万人，有力地促进了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开展。

群众文体生活日益丰富。大力实施文化下乡工程，共为基层免费
演出优秀戏曲（剧目）1000场，免费放映电影23520场，较好地实现了乡
乡有戏剧演出、村村放映公益电影。累计投入资金 1400万元，新建成
200个公共电子阅览室、新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00个。加强社区科普
大学建设，投入资金250万元完善提升了100个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软
硬件设施，累计培训社区居民10.89万人次。

社会保障和救助能力进一步提升。持续推进农村居民大病保险保
障工作，累计投入资金4923万元，为全市430万农村居民购买了大病保
险，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受益 8883人次；累计使用大病保险资金 2440万
元，1294.86万人享受了新农合补偿，补偿医疗费用 11.73亿元，20种大
病实际补偿平均达到 91%（目标 90%以上）。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
系，6县（市）服务孤儿、孤老、精神病人、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体社会
福利中心全部开建、扩建。累计投入资金 1000万元，在留守流动儿童
集中的乡村、学校和城市社区建设的100所“儿童之家”全部建成使用。

城乡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全年累计投入资金10.71亿元，持续
改善城乡生活条件。继续实施“菜篮子”工程，4万亩新菜田、8万亩设施农
业全部建成，累计投入资金1.34亿元。加强社区便民网点建设，累计投入
资金864万元，新建和改造5家标准化菜市场、新建社区便利店55家、新建
平价蔬菜店50家，实现惠民340余万元。持续加大扶贫开发，全市累计投
入资金2.68亿元，完成了33个村的整村推进。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累
计投入4.66亿元，新建改造燃气管网94公里（目标60公里），新增燃气用户
9.34万户（目标8万户），新建供热主管网61.6公里（目标10公里）。累计投
入资金8580万元，完成了城区4.82万户城区居民自来水的“一户一表”改
造；累计投入资金1.09亿元，解决了29.6万人（目标27万人）的安全饮水问
题，新增6.5万户农村自来水用户，群众的吃水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公共安全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健全完善了食品安全检测监管体
系，市区117家农贸（批发）市场、61家大型超市的蔬菜、水果、茶叶等8
类物品全部实现了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检测监管。食品来源可追溯、去
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全面建成，管理平台建设已
完成。加强大宗食品安全检测，累计抽检米、面、油、肉、奶、蛋等九大类
大宗食品 2万批次，实现了每季度公布抽检结果，确保群众吃得放心、
安心。进一步健全市级统筹、属地管理的药品监管体系，开展打假治劣
专项活动 30余次，共抽检药品 1089批，抽检合格率达到 98%以上。投
入 3000万元完成了 200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300个路口、100个公交
站点、45个卡口及新建新型农村社区、滨河公园等场所的视频监控设
施安装，并与已建成视频设施实现了无缝隙互联互通。

2013年12月28日，满载市民多年企盼的地铁1号线
正式载客开通试运营。

上午 9时，仪式在轨道交通 1号线市体育中心站地
下台层举行。现场没有鲜花，没有主席台，也没有安排
领导剪彩和致辞。仪式只有一个议程：省市领导为支持
地铁建设的市民代表和基层工作者代表、工程建设者代
表披绶带、系红花，感谢大家的付出和奉献！

郑州正式跨入崭新的“地铁时代”。地铁，不仅在为
郑州人的出行生活提供方便，也在为这座古老而年轻的
城市加速度：首日进出站客流就有284885人次。

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同样没有仪式、没有剪彩、没
有礼炮，在蓝天白云映衬下，三环快速路主体高架桥悄
然通车。

三环快速化工程是我市快速交通“环形+井字”的重
要组成部分，长约 32.5公里，主要由北三环、西三环、南
三环、中州大道、西三环航海路立交、北三环下穿、京广
路南三环互通立交等7个部分组成，总投资约110亿元，
规划采用“高架+地面”的交通组织形式，设计双向 6车
道，时速为80公里。

三环快速化工程是畅通郑州的重要项目，也是提
升市政设施品质、解决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交通状况的
民生工程，关系到全市社会经济发展，其意义长远、作
用重大。目前，由中州大道、南三环、西三环和北三环
等围成的环形路，初步实现了“一环”贯通的目标。由
于中州大道南北延工程、中州大道南段和京广路南三
环互通立交开工时间稍晚，计划到今年 5月全线竣工，
届时，三环快速化工程将画上完美的圆，从而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快速化。

“畅通郑州十大工程”明确提出：10条市域快速通
道是构筑“域外枢纽、域内畅通”的都市区骨干路网框
架，强化中心城区与外围组团及新城之间的道路交通
联系。去年，各项建设扎实推进，目前 10条市域快速通
道项目已完工 5条，分别是四港联动快速通道、郑汴物
流快速通道、国道 107 新郑境快速通道、南三环东延快
速通道和郑新快速通道。其他 5 条快速通道正在快速
推进中……

根据“畅通郑州十大工程”的规划，2014年之前 10
条快速通道都将竣工，将来这10条快速通道都不设收费
站，市民可以放心出行，只需半小时就可以到达郑州周
边新郑、新密、荥阳、登封、巩义等所有的县（市）区。到
年底，我市将力争实现主城区内 15分钟上快速路，快速
路15分钟出城上高速，实现30分钟市区交通圈目标，有
效解决市区车辆拥堵现象，加强郑州市区交通网络与外
围高速网络间的连接，结束主城区出城的绕行之苦，拉
近郑州都市区内各组团的联系。

这10条快速通道网络延伸、辐射不仅拉大了郑州城
市框架，完善了郑州路网结构，加强了郑州与周边县
（市）区联系，而且将加快形成产业集聚区，促进周边地

区经济发展。
今年，我市还将计划至少完成 5个新增出入市口的

建设。加上原有的10个，已建成的两个和去年年底具备
通车条件的3个，到今年年底，我市出入市口将至少达到
20个，为两年前的一倍。

而在市区，188条支线路网中，已有50条道路目前已
具备通车条件，55条正在修建，剩余的 83条今年五一前
将开工，年底全部具备通车条件。

而随着我市交通状况的日益复杂，交通管理的对讲
机时代已成过去，智能交通在交通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

从 2010年开始，我市开始建设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计划用 3～5年的时间，建成一个中心、两个平台和十大
系统。截至目前，已连续投入2.2亿元，智能交通管理系
统建设初步完成。

系统建成后，新建成投入使用的 700 余处视频监
控基本实现对市区主干道的无缝隙覆盖，其延伸开
发的违法抓拍功能，能够对 50 余种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抓拍，相当于增加了 400 名民警在路面执法；3596
套交通信息检测设备，更加精准地针对市区 425 个路
口、510 个路段、75%左右道路交通信息进行采集；市
区 80 余套交通诱导屏对 32 条主、次干道实现了信息
诱导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