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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专题调研
我市灰霾天气治理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14 日至 15 日，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
钱国玉率省政协调研组来郑就郑州及周边地区灰霾天气治理问
题进行专题调研。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王璋，副市长刘东，市
政协副主席张建国、李玉辉、吴晓君，市政协秘书长陈松林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中州皇冠假日酒店锅炉拆改现场、郑东
新区热电厂、郑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泰祥电力有限
公司、京广路陇海路高架桥施工现场等地，详细了解我市大气污染
防治情况。

近年来，由工业污染物、汽车尾气、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等造成
的灰霾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日趋严重。为了改善空气质量，我
市将大气污染防治列入“十大民生实事”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六项重
点工作积极推进，以治理燃煤污染、遏制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尾
气污染、预防复合型污染为重点，在市区9个空气质量监测点及时
发布空气质量数据，强力推进年内 92台燃煤锅炉的拆改任务，加
快黄标车的淘汰工作，以限行倒逼淘汰。下月起，我市将启用黄标
车限行智能卡口设施，对闯限行黄标车实施非现场执法。

听取汇报后，调研组对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三点希望：
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营造大气污染防治的浓厚氛围；要调整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落地；严格控制城
市扬尘、机动车尾气污染等低空污染，同时也要严格控制工业源头
污染，做到标本兼治，共同做好灰霾污染治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 朱华）本
月25日至28日，郑州市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将迎来专
家组的考核验收。昨日上
午，市政府召开工作推进会，
对创建最后阶段的工作进
行再安排、再动员。市领导
王林贺出席会议。

经过前期的扎实工作，

我市创森工作取得成就，各
考核项目基本达到标准，创
建的宣传氛围逐渐浓厚，市
民知晓率、支持率进一步提

高，但仍然存在环境卫生整
治不到位等问题。

针对创森最后阶段的
工 作 ，王 林 贺 要 求 ，各 县

（市）区、市直各相关部门要
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
任，加强督促检查，落实奖
惩制度。要加强督导检查、
自查自验，确保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要严格按照
要求，不走形式，扎实做好
各项迎检工作，确保考核验
收顺利完成。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实习生 王卫锋）昨日，我市
召开重点项目建设推进讲评
工作会，通报全市上半年省
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查找
问题和薄弱环节，部署下一
阶段工作。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孙金献要求，各级各
部门要牢固树立抓重点项
目，就是抓投资拉动、抓结构
调整、抓民生改善的理念，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努力为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上半年我市省市重点项
目建设呈现谋划早、启动快、
力度大的良好态势，较好实
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
但同时也存在着产业项目投
资进度滞后、县（市）区进展
不平衡等问题。

对 于 下 一 阶 段 工 作 ，
孙金献要求，一是坚持把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促投资、
扩需求、稳增长、增后劲”的
重要抓手，多措并举，上下
联动加快推进省市重点项
目建设。二是紧盯目标抓
重点、克难点，突出抓好项
目建设进度、联审联批力
度、要素瓶颈破解、建设环
境优化、项目谋划遴选等 5

个方面的工作，以省市重点
项目建设支撑和拉动投资
增长。三是强化领导，健全
机制，加强督导考核。市重
点项目办、各县（市）区、开
发区、项目建设责任单位、
市直服务部门要各司其职，
落实好省市重点项目领导
分包机制，进一步畅通项目
建设快速反映、解决问题的

“绿色通道”，以决战三季
度、冲刺四季度的姿态，强
化举措，协调联动，确保全
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中原航空港产业
投资基金获批筹建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主导 总规模3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王烨）昨日，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获悉，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已获国家发改委批
复筹建，这是继渤海、广西北部湾之后，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全国第
三支超百亿产业投资基金。

据了解，该基金是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主导的国家
级大型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为300亿元，一期100亿元，委托百瑞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基金成立后，将主要用于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高端制造业、航空物流业、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项目建设，
有力助推实验区经济腾飞。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昨
日，全国首单项目收益票据
业务在国家开发银行、中信
银行成功对投资人发行，发
行主体为郑州交投地坤实业
有限公司。由此，郑州成为
这一新融资工具的全国首个
吃螃蟹者。

项目收益票据是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出的
新型债务融资工具。7 月 11
日，交易商协会发布《银行间
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项目收
益票据业务指引》，并于当天
通过了郑州交投地坤公司的
项目注册。交投地坤用来融
资的项目是郑州东站的东广
场项目，注册金额12亿元，首
期发行5亿元，期限15年。中
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为该项目提供增信支持。

郑州交投地坤公司是市
属八大投融资公司之一交建
投的子公司。自去年下半年
以来，我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步入快车道，成立八大
投融资公司，并推动形成“立、融、用、管、还”的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力图破解郑州都市区和城镇化
建设的资金瓶颈。市投融资决策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项目收益票据全国首单
在郑发行，不仅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也为市属其
他融资公司进一步创新融资工具积累了经验、打
下了基础。据悉，此次首发的项目收益票据备受
市场青睐，定向投资人共计 20家，其中大部分来
自河南本土。

在 7月 11日下午注册通知书发放仪式上，交
易商协会副秘书长杨农说，项目收益票据的推出
具有重要意义，是破解新型城镇化建设强烈资金
需求、同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益尝试。
现场见证这一幕的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副行长
庞贞燕说，全国首单项目收益票据在郑发行，不仅
对郑州，乃至整个河南未来的投融资体制改革，都
具有深远意义。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金献参加注册通知
书发放仪式，并就下一步的项目申报和接续发行事
宜，与交易商协会等有关方面进行了深度沟通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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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招 文 宋晔 图）
昨日下午，在郑州新大方厂区内，目前
世界最大的 1800 吨轮胎式提梁机载
荷实验成功通过承建方验收。

据悉，近日，此设备将与其他6台
机器通过天津港运往科威特参与跨海
大桥建设。科威特跨海大桥是世界第
四大桥，郑州新大方公司桥梁成套设
备凭借技术优势中标。

郑州造世界
最大提梁机

将赴科威特建跨海大桥

本月25日至28日
郑州创森迎“国考

我市召开重点项目
建设推进讲评会

”

7月15日，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市长马懿率我市党政考察团在
江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右三），苏州市长周乃翔（右一）陪同下，参观
考察苏州高新区。 本报记者 李利强 摄

本报苏州专电（记者 王继兵）7月15日，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吴天君，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懿率领我市党政
考察团在苏州考察学习。当日，考察团在苏州连夜召
开座谈会，结合3天来在南京、苏州学习成果，开展学习
讨论。吴天君要求，要认真查找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
战略眼光、工作标准等方面的差距，提高站位、勇于负
责、敢于担当，学习先进，努力推进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都市区建设。
市领导马懿、胡荃、白红战、郭锝昌、刘贵新、王哲、

薛云伟、王跃华、张建慧等参加考察或座谈。
座谈会上，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开发

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围绕考察学习情况谈
责任、找差距、提建议、谋发展。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
烈。管城区委书记袁三军、二七区委书记蔡红、中原区
委书记王万鹏、惠济区委书记王东亮、荥阳市委书记
宋书杰、中牟县委书记路红卫认为，这次对照南京和苏
州发展经验，深感责任大、压力大，同时也觉得动力更
大、信心更足。大家将积极学习先进地区敢为天下先的
意识、担当的精神，抓好落实，从细节上下功夫，付诸行
动，即学即干，瞄准国际化和现代化，围绕开放创新双驱
动战略，坚定信心，一抓到底，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做好各项工作。

听取大家发言后，吴天君要求，考察团每位成员要
进一步深化思考，深入梳理领会先进经验，对比先进经
验，围绕思想观念、发展理念、战略眼光、工作标准查找差
距、深化认识。围绕郑州如何在开放上实现国际化，打造
国际商都，如何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产业高端化，充分借鉴
南京和苏州特别社区、邻里中心、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
聚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轨道交通、绿色低碳生活示范
区、人才引进平台环境打造等方面的经验，结合郑州实
际，提高站位，深入谋划，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和发展举
措，构建起郑州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载体。

吴天君强调，每位领导干部都要按照具有国际化视
野、现代化水平、敢于负责担当的要求提炼自己，切实学
习先进经验，切实找出差距，要有敢于超越先进的心
态。对照先进地区发展经验，发挥后发优势，突出重点，
提高标准，抓住关键，狠抓落实，依托开放创新双驱动战
略，加快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都市区建设，不
辜负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吴天君在考察途中举行座谈会时要求

认清差距提高站位勇于负责敢于担当
努力推进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都市区建设

苏州市党政领导与我市
党政考察团举行会谈

本报苏州专电（记者 王继兵）昨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吴天君，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懿率领我市党政考察
团在苏州考察学习。江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
石泰峰，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乃翔与我市党政考察
团就加强区域合作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苏州市领导王少东、王翔、徐国强、徐惠民、金海龙、
陈雄伟、杨知评等参加会见。

郑州海关关长郑汉龙、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李忠榜，市领导胡荃、白红战、郭锝昌、王哲、薛云伟、
王跃华、张建慧等参加会见。

石泰峰对郑州党政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
苏州抓住了三次机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资源环境压力很大，下
一步苏州将着力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促经济转型。郑
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这些年郑
州发展很快，中原崛起看郑州，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郑州和苏州在商贸、文化旅游、人才交流等方面合作机
会很多，希望苏州和郑州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对接，合
作共赢。

吴天君代表郑州市党政考察团向苏州市委、市政府
对这次考察工作提供的大力支持给予衷心感谢。他指
出，通过考察，所有同志都深受教育和启发，切实感受到
了郑州与苏州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和推进
工作方法上的差距。苏州敢为人先创新发展的精神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将虚心学习苏州的先进经验，进
一步谋划好郑州的发展。同时也希望两市能够建立长
期的交流与合作机制，促进两市协调发展。

苏州，东方水城。东临上海、西
襟太湖、北枕长江、南接钱塘，群山如
垣、水道纵横、田土膏腴，是镶嵌在
长江三角洲的璀璨明珠。

苏州，让世界读了 2500 年。她
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
济版图，用双面绣的绝活实现了东
西方文化对接，演绎出一曲传统与
现代、人文与科技交相辉映的华彩
乐章。

郑州、苏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渊源。

郑州新郑有黄帝故里，年年举
办拜祖大典；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年
年公祭黄帝妻子“蚕祖嫘祖”。

一根文脉千年延续。出生于新
郑的白居易在苏州为官时修建的山
塘街，被誉为“老苏州的缩影、吴文
化的窗口、天堂里的街市”，是“一条
活着的千年古街”。

昨日，郑州市党政考察团在苏
州考察学习。从 8 时 15 分开始，到
17 时 30 分，狮山商务商贸集聚区、
高新区有轨电车、克诺尔车辆设备
（苏州）有限公司、苏州高新区展示
馆、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苏
州市规划展示馆、苏州文化艺术中
心、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方洲邻
里中心、生物纳米科技园、独墅湖科
教创新区、园区信息化展示体验中
心 12个考察点，让考察团成员大饱
眼福。穿行在苏州市区，国际化水
平的城市建设和世界级品质的旧城
改造令考察团成员惊叹不已。

苏州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和最新
成果毫无保留地进行了详尽介绍，
使考察团成员对考察学习的项目和
内容入脑入心。

一路看，一路感慨，一路思考。
考察团成员为参观的收获而喜悦。

从蜗居古城到宜居新家园

苏州的决策者始终认为，发展
说到底是为了民生。

水是城之魂。如何利用自然
地理优势、水资源优势和水利基础
工程优势，实现“君到姑苏间，人
家皆枕河，故宫闲地少，水巷小桥
多”的绰约风姿。苏州市委、市政
府加快建设古城区河网“自留活
水”工程，短短两年就实现了外围
水系、城区水系和古城水系的联合
调度运行，使古城河道达到全面活
水、持续活水、自流活水的最佳效
果，不仅有效地实现了科学防涝、
高效防涝，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城市
品位。

这一河网改造为郑州生态水
系建设提供了参考样板。

在苏州城市规划馆，3D 演示
的充溢着吴侬软语的山塘街，让人
感觉到形与神、柔与刚、雅与俗、动
与静在这里相得益彰。烟柳画桥、
娴雅恬静、清幽古朴重绘出一幅现
代“姑苏风情图”。

如今，苏州人的幸福指数进入
快速提升期。“假山假水城中园，
真山真水园中城。”透过“科学发
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的苏州
路径，一幅苏州人的诗意生活图触
手可及。

据介绍，苏州农村推开窗户
就是田园风光，跨出家门就是四
通八达的水泥路，社会治安有人
管，公共服务与城市快速接轨。
可一路考察，似乎就没有看到苏
州的农村在哪里，仿佛一直在城
市里穿梭，这里的农村和城市已
经分不清楚了。

生活在一座拥有 2500 年岁月
积淀的城市里，对后人来说是幸运
的，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苏州人深
知，绝不能躺在文化的历史账簿上

“啃老本”，而是要以新文化观推
动城市血脉的传承和发展。

“近者悦，远者来”，苏州这座
天堂城市，以其浓厚的底蕴、包
容和活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人
才安家落户，创新创业。一座工

作环境优、生活环境好、制度环
境佳的“人才新天堂”俨然呈现
在眼前。

未来的苏州，密集的城际
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快
速路，架起一条条通道；生态
建设经济建设交相辉映，城乡
一体化和谐推进。苏州，将成
为一个以现代经济为特征的高
端产业城市、一个生态环境优
美的宜居城市、一个历史文化
与现代文明相融的文化旅游城
市、一座率先进入现代的江南
水乡之城。

从要素拉动到创新驱动

如果说借鉴是前进的阶梯，那
么创新则是发展的灵魂。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苏州
工业园区是我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
间的重要合作项目，形成了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开发区前列，
投资园区的世界500强企业超过百
家，实现了奇迹般的跨越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用 18 年时间，
认准一个国家借鉴其先进经验。
现在，这些已经中国化、本土化的

新加坡经验，正在逐步成为中国年
轻的开发区学习的范本。

特别是作为苏州工业园区转
型发展核心项目的独墅湖科教创
新区，把纳米技术、生物医药、融合
通信、软件及动漫游戏产业等众多
高新产业聚集于此，成为工业园一
道熠熠生辉的风景线。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园展
示的纳米技术的神奇魔力，让人叹
为观止。

纳米是最小的长度单位，见证的
却是苏州这座创新之城的新高度。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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