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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上街区立足区情实际，围绕实现
全域城镇化的总目标，按照规划全域覆盖、产城全域
融合、公共服务全域均衡的发展思路，强力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目前，全区30个行政村征迁完毕，全区
城镇化率达到90.73%，居全市领先水平。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上街区围绕新型社
区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实现居
住环境城市化。

高标准建设新型社区。按照规划，全区 30个村
合并建设 12个新型社区，目前已建成新型社区 9个，
在建3个。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成功打通郑上快速通道和
科学大道，将上街区纳入郑州市主城区“30分钟”生
活圈范围。近年累计投资 21.14亿元，高标准修建道
路 40余条、长途客运站 1座、社区公交站点 62个，形
成了“十纵十横、内外联通”的全域交通路网格局。新
型社区水电气全部并入城区主干网。

大力推进全域生态建设。加快以五云山、“五湖
一河一库”、生态廊道等为重点的生态体系建设。五
年新建21条、总里程约40公里的生态廊道，完成廊道
总绿化面积 270.58 万平方米，山区植被覆盖率由
63.1%增长到86.3%，全区新增水域面积3000亩，新增
绿化面积 300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 17.2平方米，
使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充分享受田园城市生活。

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生计为先，以产城融合

为依托，推进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化。
郑州通航试验区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位于通航试验区核心区的5个行政村实施搬迁，建
设新型社区 3个，整合土地 6000余亩，目前 5村群众
已全部回迁。与此同时，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建设加
速推进，让周边社区居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梦想。

围绕“人的城市化”，上街区着力破除体制障碍，
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下功
夫，确保搬迁群众真正融入城市。

全面推进“双改”。针对全域城市化背景下集体
经济的发展、新型社区的管理等问题，在全市率先启
动了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和“村改居”两项改革。目
前，全区7个城中村全部完成“双改”工作。

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围绕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快
“三级三类”市民服务中心建设，建成标准化幼儿园4
座、中小学 3所、残疾人教育托养中心 1个、托老服务
站5个、标准化社区服务中心4处、活动中心10处，初
步形成了“十分钟便民生活圈”。积极探索推行“十个
均等化”政策。目前，社区居民已在公共教育、就业、
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
享受到了均等化服务。

不断提高居民素质。组织社区群众开展文明创
建活动，提升居民综合素质；加强农民培训教育，使其
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尽快融
入城市生活。

发展是为了人民。
如何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上

街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民生答卷。
教育是每个家庭都关注的民生问题。“十二五”以

来，上街区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5所、中小学7所；
成功与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学校开展合作办学，全
区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高考本科上线率由 2011
年的 33%提升至 2015 年的 62.11%。除了中小学教
育，高等职业教育方面也有收获。总投资5亿元的郑
州铁路技师学院入驻上街区，有效提升了上街区的职
业教育发展水平。

医疗卫生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水平直接关系着群众的生活质量。五年来，
上街区新建 20个标准化村（社区）卫生所，城区医疗
片医片护覆盖率达 100%；积极实施全民健康普查工
程，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连续三年位居全市第一。同
时，持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完成了郑州市
第十五人民医院医疗资源整合，辖区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药品电子监管实现全覆盖。

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关百姓收入，也关系着社会稳
定。上街区采取有力举措，织密社会保障网。就业再
就业方面，城镇新增就业再就业五年累计1.4万人，城
镇“零就业家庭”动态始终为零。社保体系建设方面，
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全区新建9000平方
米残疾人康复教育托养中心；构建“一台五网，智慧养
老”新体系（“一台”即上街区 12349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平台；“五网”即打造覆盖全区的呼叫救助服务网、
居家生活照料网、健康养老服务网、智能养老看护网

和电子商城），该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被命名为国家
首批居家和社区养老信息惠民试点。该区还率先在
全市对城市“三无”老人实行集中供养，辖区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实现应保尽保。

生活富裕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要跟上。上
街区大力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十二五”期间，全区新
建、改扩建30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成30个社区公
共电子阅览室，率先在全市实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全
覆盖；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近 400 场。因成绩突
出，该区还被评为“郑州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先进单位”。

平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前
提。平安建设事关人民福祉，也是不容忽视的
民生工程。“十二五”期间，上街区全面优化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实现辖区重要部位
技防设施全覆盖，建立了治安志愿者防
控队伍，建立了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中心，拓宽了群众诉求反映
渠道，确保基层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该区连续7年被省委、
省政府授予全省平安建
设先进县（市）区荣誉称
号，群众安全感
指数始终保持在
93%以上。

勇立通航产业潮头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说到上
街区的产业发展就不能不说通用航空产业。

近年，随着我国低空空域逐步开放，低空
经济迎来发展热潮。市委、市政府应时而动，
借势而为，利用上街的基础设施优势、产业优
势和人才优势，提出了在上街区建设郑州通
用航空试验区的战略构想。

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概念规划 120平方
公里，北到黄河、南到五云山，核心区以上街
机场为平台，规划面积 21.3 平方公里，按照

“一核两心、一脉三轴、多组团”的空间布局结
构，以通航制造、通航运营、通航服务三大板
块为重点，布局了飞机起降、维修服务、教育
培训、飞机组装、零部件制造等 11 个功能
区。功能定位为全国领先的通用航空经济示
范区，中原经济区通用航空服务中心，通用航
空特色产业基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打造中原经济区通用航空枢纽、全
国公务机运营基地、中国飞来者大会承办地、
全国一流通用航空园区”的目标，上街区以通
航制造、通航运营、通航服务三大产业为重
点，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链。在通航制造
方面，总投资10亿元的郑州啸鹰航空公司飞
机组装与试飞基地，作为通用航空试验区的
龙头制造业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首架穆尼飞
机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成功下线试飞，填补
了我省通用飞机制造的空白；在通航运营方
面，依托河南大宇、河南永翔等通航公司，积
极开展航空培训、应急救援、航空运动等运营
业务，国际飞机展示交易中心项目正在加快
建设，以河南大地、河南丰荣飞机维修项目为
支撑，加快推进飞机销售维修等产业的发展；
在通航服务方面，以郑州航展为核心，充分发
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探索发展以航空旅游为
代表的新兴航空服务业，积极策划特色航空
旅游项目，开辟空中旅游线路。

截至“十二五”末，已有 40家通航企业入
驻通航试验区，机队规模达 60架；其中已签
约的郑州啸鹰飞机组装试飞、通航大厦、河南
大地飞机维修、北京金都通航上街基地等 9

个项目落地建设，计划总投资71.2亿元；另
有洛阳龙峪湾通用航空上街基地项目、中
航工业爱飞客通用航空基地项目、国家应
急救援基地、水陆两用飞机生产等一批项

目进入实质性洽谈。
目前，上街机场改造一期工程全部

完工，初步具备 4C 级机场的运营条
件，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条件最好
的通用机场。

2014 年和 2015 年两届郑州航展
在上街区举办，参展企业 516家，展
示各类飞行器 260 架，签约项目 57
个，签约金额 519.3 亿元，参展观众

50 万人次，进一步提升了郑州在
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已成
为郑州一张亮丽的名片。

如今，上街区已经站在了通
航产业的潮头浪尖。

回望是为了走好以后的路。眼下，我
们已经踏上“十三五”的新征程。今后五
年，上街区有着怎样的发展蓝图？

记者了解到，“十三五”时期，上街区将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抢抓“一带一路”和郑州国际商都
建设的重大机遇，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
目标，以转型发展为重点，以开放创新为动

力，主动融入郑州国际商都、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郑州国际陆港建设，全面提
升全域城市化内涵、产业发展层级、绿色发
展水平，全力打造通航之都、国际陆港、制
造高地、生态新城，努力建设“和谐宜居、智
慧低碳、开放包容”的新上街。

新征途，新任务。瞄准新的目标，上街
将继续发力，铿锵前行。

不知不觉，我们已站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点。
过去的五年，我们有着怎样的收获？未来的五年，我们又有着怎样的

期许？
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这种盘点都有着特殊的

意义。
过去五年，上街区紧紧围绕郑州市“三大一中”战略定位，以郑州通航

试验区为统揽，积极推进“三大主体”工作，强力实施“四个十”重点工程，现
代产业体系日益完善，全域城市化加快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社会事业
全面发展，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数字是有力的证明。据初步预计，2015年，上街区生产总值达到120
亿元，是“十一五”末的1.3倍，年均增长10.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72亿元，是“十一五”末的1.5倍，年均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达
到500亿元，是“十一五”末的2.7倍，年均增长21.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47亿元，是“十一五”末的1.6倍，年均增长11.2%；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达到12亿元，是“十一五”末的2.1倍，年均增长14.8%；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达到36540元，是“十一五”末的1.6倍，年均增长12.9%;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17530元，是“十一五”末的1.7倍，年均增长14.4%。

数字虽然枯燥，但发展给居住在上街的人们带来的实惠却是实实在在
的。岁末年初，记者再次来到上街区，感受这里的发展之魅、变化之美。

俯瞰五云山

林肯电气合力（郑州）焊材有限公司车间

优美的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