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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宋利

【 】代表 心声

戴继涛：当前，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
在网络时代，建议市政府相关部门加快信息
化建设，可在官网上把各种事项办事流程及
相关政策制作成页面或窗口，便于市民上网
咨询，深入了解最新政策。

杜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转非”
居民越来越多。为使他们快速融入大都市，
必须尽快提高这些新市民的城市生活能
力。建议政府定期对“农转非”居民免费进
行技能培训，邀请专家和企业管理人员为其
宣讲政策法规、分析就业形势、进行就业指
导等。同时联系用人企业对其定向培训，帮
助他们真正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张自福：建议职能部门建立养老护理员
公益岗位，实行政府财政补贴，提高养老护

理员工资待遇，减少护理员难招难留现象。
设立专项培训经费，对全市养老机构从业人
员进行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和完
善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制度，逐步实现养老
护理员持证上岗。

冯静：建议市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对幼
儿教育给予倾斜，在经费上予以支持。目
前，我市有许多公办幼儿园没有落实生均补
助，不能有效促进幼儿园自身的健康发展。
要切实解决目前学前教育经费不足问题，推
进学前教育健康快速发展。建议对学前教
育教师进行分层次、分类别专业培训，大幅
度提高学前教育教师素质，从而保证学前教
育质量。

张景倚：当前，受后金融危机影响，郑州
不少工业企业都面临转型升级关键期，究竟
该如何转？向哪里转？建议政府应出台扶
持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相关政策，引导
工业企业向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在产业
集聚区建设中应注意完善配套金融、税收等
政策体系，引领企业抱团发展。

郭玉兵：目前，电动车废旧电池亟待规
范回收和无害化处理。建议让市环保部门
牵头，以公益为导向，向政府提出建立回收
处理中心的可行性报告和建设意见，力求
建成，高效运行。同时依托各县（市）、区对
应工作部门，明确任务，担负起集中回收的
职责，严查、打击各种零散回收和有害处理
行为。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成燕刘招

王小玲：郑州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243.6万辆，非机动车更是不计其数，停车需
求不断加大，停车场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乱停乱放的现象不仅阻碍了城市交通，又与

“美丽郑州”的建设蓝图格格不入。建设更
多规划、收费合理的停车场已迫在眉睫。

钟水权：郑州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402.7万亩，农作物秸秆年产量达185万吨，
露天秸秆焚烧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态
环境保护、维护公共安全等影响巨大。虽
说相关部门采取很多治理办法来遏制秸秆
焚烧，但是有些农民由于传统习惯，燃烧秸
秆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让农作物秸秆利
用向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值得各政府
部门深思。

张淑云：近年来，我市老龄化趋势加
速，银发浪潮来袭，但我市现有的养老机构
中，无论是公办或是民办养老机构，现有的
床位数总量、养老护理所需的专业人才及

用工数量都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建议政府
出台优惠政策，将养老护理员纳入政府公
益性岗位；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
确养老机构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
建立相应的事故处理机制，使得养老机构
在面对突发事件有法可依，该承担的责任
决不推卸，可以规避的风险也能提前避
免。此外，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养
老、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

康午生：随着郑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国
家战略的航空港实验区加速建设，作为中
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和国家服务业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郑州进入发展快车道，对各类
优秀人才需求也迅猛增加。建议郑州加强
与国际知名高校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加速
引进国外知名高校在郑联合办学或成立分
校。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为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提供强劲的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

也有利于提高郑州的国际知名度，为未来
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红 张倩

春天吹奏好声音，马年奔驰中原梦。
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好声音”弹拨着

今后五年郑州现代产业的美妙音符：“今后
五年，要努力初步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
现代产业体系。建成全球最大的客车生产
基地、全球最大的智能终端基地、国内领先
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工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脊梁”，现代产
业体系无疑是“脊梁”的“合金钢”。连日来，
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尤其是来自各专业园
区的工业经济界代表委员争抢“话语权”，发
表新见解。

现代产业拉动郑州发展

梳理郑州经济结构发展脉络，从“火车
拉出来”的城市、“纺车纺大”的城市逐步扩
展嬗变到“三全汤圆‘滚’出来”的市场、“思
念饺子‘包出来’”的市场，但发展路径相当
长时期基本定位于“初级阶段”。

进入新世纪，现代产业“君临”郑州，踏
上“风火轮”，走进新境界。对此，政协委员、
市工信委高技术处处长尹春做出了“剖面”
分析：“郑州高新区内扎堆分布着数十个成
熟的产业园，年产值达数亿元的产业集群呼
之欲出，郑州高新城的雏形已现。”他得出的
结论是，“一个产业园，带动一座城！”现代产
业在城市的发展中占据着不言而喻的权重。

“大数据”多得是。打开郑州版图，自西
而东再向南，高新区、郑东新区、经开区、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四大金刚，四驱合
力，已然成为郑州现代产业的主阵地，鼓动
着昂扬向上的发展风帆。

市人大代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延明对记者
“数说”着：“去年，港区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1740亿元（不含新移交区域），而代表现代产
业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就占全省的 70.2%；
进出贸易总额完成 357 亿美元，占全省的
62.1%。”这意味着什么？须知，港区384平方
公里的代管面积仅占全省 16.7 万平方公里
的0.22%。在一片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土地
上创造出完全不能忽视的“大数据”，还有什
么更好的方式能解读和阐述出现代产业的
魔力和魅力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唯有如此，郑州
现代产业才让更多的代表委员“心有戚戚
焉”——

路红卫、王冬成、边新桩、史占勇、荣秀
丽等代表围绕我市汽车工业整体规划、人才
培训、电子贸易等话题，各抒己见，用智慧和
智力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言献策。

现代产业召唤创新驱动

道路决定命运，命运取决举措。
如何让郑州现代产业发力提速？越来

越多的代表委员把话题聚焦在一个关键词
上：创新驱动。

政协委员、河南福临门集团董事长李响
小中见大谈到他的创新观：“一个企业，80%
的利润都来自创新，作为一名企业家，就要
创新管理模式，主动做好产品的升级换代。”

作为同声响应者，政协委员、北京大成
（郑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杜炳富则认为：促
进产业转型，就要围绕新技术、新能源和新
材料，构成优良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
支柱、战略性产业，如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等，为郑州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比如
我市超硬材料的生产技术已经跻身世界前
列，应扩大其生产规模和体量，向世界一流
企业迈进。

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园区也是如此，以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都市
区更是如此。因为，只有创新，才是郑州现
代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创新是利剑，仗剑才
能闯关。

今年，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航空物
流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等“八大园区”将
要在航空港区“编队出发”，无一不是现代产
业的引领者。大建设、大发展、大跨越靠什
么？“靠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口岸管理创
新、强化政策创新、强化平台建设创新……”
张延明代表一口气儿说出六个创新。

市人大代表、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张良才托出他们的四项新举：大力开展
产业链定向招商和产业集群招商；在首批
12 家新三板挂牌的基础上，再实现一批企
业挂牌上市；突出科技创新引领，培育和发
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型”产
业；发挥孵化优势，围绕电子信息主导产
业，力争全年培养孵化 300 家高成长型科
技企业。

市人大代表、郑东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吴福民摊开他们的创新图：加强主导产业
项目谋划，积极引进各类内外资银行、政策
性银行和后台机构，提高金融集聚度；不断
丰富金融业态，加快引进金融租赁、互联网
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争取到 2015年底，郑
东新区入驻金融机构数突破230家。

市人大代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崔绍营亮出了他们的
“两大平台”：构筑包括国际班列在内五项内
容的对外开放平台，构筑以“全国新型工业
化示范基地”为引领的汽车装备制造业现代
产业体系。

现代产业有赖环境推动

“服务是‘水’，产业是‘鱼’，两者存在依
附关系。没有好的环境，产业将难以生存。”
政协委员、河南北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长焦晗韶说得再没有那么明白无误了。对
政府服务环境，他可谓期望甚高：“政府要建
立‘五星级’服务，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才能
形成‘鱼水之亲’的和谐关系，推动产业成功
转型。”

市人大代表、东风日产郑州工厂总经
理周德元也有一个愿景：郑州向汽车城发
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服
务、人才培训的多方支撑。他建议，尽快
成立一个汽车学院，培训汽车业的一揽子
人才。

政协委员张友阳说，目前，全省 85%到
90%的 IT技术服务企业集中在郑州市，产能
占全省 IT 技术服务行业的 90%到 95%的收
入，建设 IT技术服务产业积聚区具有良好的
产业基础并显得尤为必要。他进而建议，政
府应制定鼓励扶持本地优秀 IT服务企业的
政策，尤其是在建设土地的供给和定价等方
面进行政策性补贴。

进入马年的郑州，骑上飞驰的骏马。行进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大道上，860万郑州人
民理应做出这样的不二选择：马不停蹄向前
行！

培育现代产业“体系链”
构筑郑州发展“顶梁柱”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党贺喜 刘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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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尽责。

郑州报业集团旗下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中原手机报、中原地铁报、郑州晚报社区报

以及“五报一网”的官博、微信和微视的全媒体记者活跃在两会会场内外，用镜头记录着这春天的盛

会。庄重的会场，灿烂的笑容，表达了代表委员们对郑州美好未来的期愿。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丁友明摄

说到心里啦。

笑容写在脸上。

认真旁听。

在会场定格难忘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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