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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创文不寻常]

文明城市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廉洁高效的政
务环境、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
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
动 7大项、37个子项、119个小项，创建工程浩大
得超乎想象。

郑州通过如此庞大而细致的“大考”，是全市
上下十多年坚持不懈共同努力的结果。

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郑州，GDP 仅 728.38 亿
元，在全国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23位。无论是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市民生存环境改善，都
亟须一个强有力的抓手来推动，需要一个符合郑
州实际的切入点来突围。

创文，适逢其时。
2000 年，在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鼓励

下，郑州正式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城市。

4年后，中央文明办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郑州
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

创文之路，并不平坦。
郑州逐项对照，逐条整改，但却无根本性突破。
2005年，郑州无缘全国文明城市；
2008 年，郑州再次与全国文明城市擦肩而

过……
然而，郑州创文“痴心不改”。2009年，郑州

人重新抖擞精神，向文明城市发起又一次进攻。
当年，全国114个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郑州市
位列第10名。

2010年，郑州把创文纳入年度“十大工程”。
当年，中央文明办组织的测评，郑州市取得了第8
名的优异成绩。同年，在创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测评中，郑州市位列第9名。

2011年，第三次创文的决战之年，郑州再次
摩拳擦掌，全面发力。提出“以文明创建促全局，
以文明创建惠民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就是
郑州市最大的环境投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经过市委、市政府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广

大市民万众一心的积极参与，郑州创文终于实至
名归，2011年 12月，郑州以第 6名的成绩赢得全
国文明城市的牌子。

[创文成果惠民生]

自2000年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来，
郑州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先后开展
了中心城区综合整治、“四城联创”等创文基础工
作，多项创文工程惠及民生——

2003年～2005年的中心城区综合整治中，对
照各项创建的目标任务，先后实施了背街小巷、

旱厕、街景等 61项整治内容，使中心城区功能不
断完善，品位逐渐提升，实现了“一年一小变，三
年一大变”。

近年来，郑州累计投资20多亿元改善人居环
境。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坚持“月评文明市民”、“年评文明市民标
兵”，累计有 1600多人当选。 2010年以来，开展
了道德模范评选学习、道德讲堂等活动，全市有
21名个人、两个集体入选中国好人榜；开展了文
明交通三年行动计划活动，累计没收违反交通法
规的公务用车 18辆，查处酒驾 731起；开展了家
庭文明代表制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文明素质和
城市文明程度；针对弱势群体，开展了“关爱百万
空巢老人”、“关爱百万进城农民工”、“关爱百万
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关爱百万
残疾人”等志愿服务活动，促进了和谐郑州建
设。通过开展创文活动，郑州无论是城市建设、
居民生活，还是城市的凝聚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三年大考再接力]

创文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并非一劳永逸的终身荣

誉。按照规定，中央文明办对全国文明城市实行
一年一测评、三年一总评的制度，已创成的全国
文明城市三年一复查。今年，郑州全国文明城市
将迎来三年大考，为了“让市民更满意，让
城市更文明”，郑州创文依然在路上，目光
正投向郑州更大的发展和更高文
明层面的未来。

要保持国家文明城市的
殊荣，郑州正在再接再厉，向
着更高目标奋力前行。

2011年12月20日，郑州历经十多年努力终获成功，在第三届全国
文明城市评选中一举胜出，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问鼎这一国内城市形象的最高荣誉，是郑州市综合实力不断增
强的标志，是郑州历届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奋力拼搏，在推动
省会发展、助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伟大进程中铸就的一座丰碑。

[国家战略]

2011年 1月 26日，省发改委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国务院
刚刚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中，中原经济区被纳入国家

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中原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
到国家战略层面。

《规划》明确提出，中原经济区作为国家层
面重点开发区域，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
略格局中陆桥通道横轴和京哈京广通道纵轴的
交会处，包括河南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
部分地区。该区域的功能定位为：全国重要的高
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能
源原材料基地、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区域
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密集
区，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的
经济增长板块。

《规划》也将我省部分地区列入农产品主产区
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将制定财政政策、投
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农业政策、人口政
策、环境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支持重点开发
区域加快人口和经济集聚，培育一批新的大城
市群或区域性城市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支持
农产品主产区加快粮食核心区建设，发展农产
品加工业和特色产业；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建设，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保障。

中原经济区是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
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
路子的载体和平台。中原经济区上升到国家战
略层面，将为我省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带来重大历史机遇。

[规划获批]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闭幕的第二天，
国务院就批复了《中原经济区规划》，这是继国
家出台指导意见后，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又
一重大举措。河南省委、省政府近年来探索提
出的“两不三新”发展路子也上升为中原经济区
规划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

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
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理位置重
要，粮食优势突出，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
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规划明确了中原经济区的具体范围，包括河
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
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
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
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
平方公里。

[五大定位]

规划提出，中原经济区必须大胆探索，创新体
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新型城镇化
引领作用、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新型农业现代化
基础作用，努力开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新局
面。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原经济区的五大战略

定位：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
“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
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
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在中原经济区的空间布局上，规划提出要加
快形成“一核四轴两带”放射状、网络化发展格
局，即促进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
作、许昌、漯河、济源 9 市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形
成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核心区域；构筑沿陇海发展
轴、沿京广发展轴、沿济（南）郑（州）渝（重庆）发
展轴、沿太（原）郑（州）合（肥）发展轴等四条重
点开发地带，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发展
轴；培育壮大沿邯（郸）长（治）—邯（郸）济（南）
经济带和沿淮经济带。

规划内容还包括推进“三化”协调、区域联动
发展、加强环境保护、改善民生、政策支持等方
面。规划的批复实施，使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目标
任务更加明确，发展布局更加清晰，政策支持更加
有力，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进入了整体推进、全
面实施的新阶段。

2012年《中原经济区规划》正式出台，中原经
济区建设完成了华丽的“三步走”战略。

历时三年，亿万中原人民迎来了属于他们的
历史新纪元——中原经济区建设整体推进、全面
实施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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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由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街头“创文”宣传栏。

群众在争创文明城条幅上签字。 郑州市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