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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系芳容初现 供水服务实现跨越

民生水利设施扮靓绿城惠百姓
郑州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文/图

喜摘国家森林城市桂冠 三级生态廊道覆盖全市

林业生态建设让郑州更绿更美
郑州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文/图

近日，市水务局
局长史传春接受郑州
全媒体记者采访，回
顾“十二五”我市水务
工作亮点，勾画今后
五年发展蓝图。

近日，市林业局
局长崔正明接受郑州
全媒体记者采访，畅
谈“十二五”期间我市
林业工作的成绩，展望

“十三五”发展目标。

丹江水已成为郑州城市主要供水水源，受益人口达650万人 我市已基本形成覆盖全市域的三级生态廊道网络

河道“面净岸洁景秀”
郑州都市区水生态文明建设，生

态水系是核心。
“十二五”期间，我市着力提升生

态水系建设水平，取得明显成效。
2013年，郑州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
明建设试点城市。2014 年，《郑州都
市区生态水系全面提升工程规划》获
得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环城生态水系
循环工程、石佛沉砂池至郑州西区生
态供水工程……一项项着眼于提升郑
州生态水系水平的水利工程开工建
设。目前，索须河天河路节点景观提
升示范段已完工，十八里河等河道上
15 座拦蓄水闸、坝先后完工投用，形
成一道道靓丽的水面景观。

郑东新区龙湖、龙子湖、象湖先后
成湖蓄水，航空港区实施了兰河、梅河
生态整治，经开区规划建设“蝶湖、荷
湖”，高新区治理须水河并实现天健湖
蓄水，上街区大力推进“一河一库五湖四
站”工程，荥阳市围绕“四库一河”开展滨
河景观提升，中牟县连通了雁鸣湖、鹭鸣
湖、国家农业公园等生态水系。都市区
全域生态水系亮点纷呈、芳容初现。

过去的五年，我市还大力开展“水
清河美”行动，根治河道排污口137处。
累计调水6.2亿立方米，实现生态水系
一年四季水长流。全市水域面积增加
到 67.32 平方公里，人均水域面积达
10.2平方米。如今，郑州城区河道已呈
现出“面净岸洁景秀”的良好生态效果。

丹江水成主要供水水源
“十二五”期间我市着力解决农村人

口饮水安全问题，主城区则实现了丹江
水全覆盖，供水服务能力实现新跨越。

按照“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
一体化”的要求，我市累计投资 8.6亿
元，实施农村饮水安全村村通自来水
工程，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146.5
万人。截至“十二五”末，我市共解决
346.21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在
全省率先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村村通
自来水的目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郑州段 129公
里提前40天全线贯通，配套工程与干线
工程实现同步通水，郑州人喝上了甘甜
的丹江水。目前，丹江水已成为郑州城
市主要供水水源，受益人口达650万人。

全市防汛保安能力不断增强。全

市共完成投资12.7亿元，实施了124座
水库除险加固和22个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防洪减灾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我市着力打
造“智能、节水、规模、增效”的现代化
农田示范区，开创了全国农田水利现
代化示范乡镇建设的先河。

五年内实现“四个水利”
“十二五”期间，我市坚持兴水惠

民理念，大力发展民生水利，基本建成
了防洪、排涝、灌溉、供水、生态等功能
为一体的水利保障和服务体系，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安居乐业提供
了坚实的水利保障。

史传春表示，今后五年，我市水务
部门将以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和民
生水利建设为重点，以落实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为抓手，以深化水利改
革和依法治水管水为保障，以供水安
全、防洪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为
目标，统筹谋划，合理布局，着力打造
生态水利、构建法治水利、推行精准水
利、发展民生水利，力争通过五年时
间，努力构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
适应的水安全保障体系。

喜获“国家森林城市”殊荣
刚刚过去的五年，我市大力推进

林业生态建设，助力生态环境改善。
“十二五”期间，全市共完成造林面积
78.5万亩，森林抚育和改造33.8万亩。

“ 十 二 五 ”末 ，全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33.36%，较“十一五”末提高7个百分点，
年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估达438亿元。

如今在郑州，沿着生态廊道散步
或骑行成为不少市民的习惯。按照

“公交进港湾，辅道在两边，骑行走中
间，休闲在林间”的建设理念，我市新
建和提升林业生态廊道3352公里，绿
化面积2.6亿平方米，基本形成了覆盖
全市域的三级生态廊道网络。

除了生态廊道，我市还新建、提
升郑州树木园、黄河湿地公园等各类
森林公园 40个，方便市民走进森林、
感受自然。我市的全民义务植树活
动深入持续，年均参加义务植树人数
达 350万人次以上，年均植树 1300万
株以上。

2014 年 9 月，我市被全国绿化委
员会和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

全市林业总产值160亿元
除了生态功能，林业作为我市的

一个产业也在逐步发展壮大，在扩大
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苗木花卉产业蓬勃发展。全市
苗木花卉种植总面积 8万亩，年产各
种苗木花卉 8183 万株。特色经济林
产业不断壮大。全市经济林种植面
积达60万亩，年产量27万吨。森林旅
游产业悄然兴起，年森林旅游人数达
到800万人次以上。林产品加工产业
方兴未艾，全市规模以上林业企业
106个，国家和省级龙头企业达22家。

“十二五”期间，全市共完成林业总
产值16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4%。

过去五年，我市严格实行森林采
伐限额管理、木材凭证运输制度，依
法加强了林地、林木和野生动植物资
源的保护管理，全市查处各类林业案
件1628起。加强森林防火、病虫害防
治和检疫工作，没有发生重大林业灾
害。全市现有的2781株古树名木和4
片古树群全部登记在册，得到了有效
保护。我市还切实加强黄河湿地保

护管理，不断提升郑州黄河湿地公园
旅游、科普、服务功能。

“十二五”期间，我市对全市 185
万亩集体林地进行了确权发证，分产
到户，使林农吃上了“定心丸”。在此
基础上，逐步开展了林权流转、林权
抵押、森林保险、林业专业合作社建
设和管理，发展林下经济等配套改革
工作。全市新成立林业专业合作组
织130多家，流转林权面积2.57万亩，
流转金额3.9亿元，完成林权抵押贷款
8500万元，森林保险工作有序开展。

五年拟新增森林20余万亩
崔正明介绍，“十三五”期间，我

市林业工作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国际商都建设和“三大一中”战略部
署，以《郑州市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
划》为指导，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建设为载体，新增森林面积 23.7
万亩，建设生态廊道450公里，建设森
林体验园和森林康养园50个，将全市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35%以上，使“绿
城”郑州地更绿、景更美，为打造自然
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现代田
园城市夯实生态基础。

我市保障住房将
探索预分配模式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记者昨日从市保障性住房办公室获
悉，为进一步加快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进度，我市将加快探索推
进保障性住房预分配模式。

所谓预分配，主要因为公租房本身是为解决中低收入人群
住房困难的，所以需要进行简装修，达到入住标准后才能交付面
向社会供应。实行预分配办法后，我市将在项目竣工验收时，就
对符合条件的人群进行分配。不过，由于这时候的房子还没简
装修，标准的分配程序也还没有走完，因此房子需要再等一段时
间才能入住。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
从郑州海关获悉，“十二五”期间，我
省外贸亮出了优异的成绩单：全省累
计进出口完成 17686.1亿元，比“十一
五”期间增长 2.4 倍。2015 年我省进
出口完成 4600.2亿元，是“十一五”末
2010 年 的 3.8 倍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30.6%。

“十二五”期间，外贸进出口年年
攀升。2011年进出口突破2000亿元，
2012 年突破 3000 亿元，2013 年突破
3500 亿元，2014 年接近 4000 亿元，
2015 年跨越 4600 亿元。国际客货运
业务年年“双超越”，海关监管进出境
航班、人员数量屡创新高。2012 年~

2014年，郑州机场海关监管进出境人
员每年以 10万~20万的速度递增，年
增长率均超过 30%。2015年，共监管
进出境航班 15942 架次、进出境人员
129.85 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 12.6%
和33.5%。

海关监管进出口货邮量节节攀
升。2012 年郑州机场海关监管货邮
量 4.96 万吨，同比增长 287.6%；2013
年 11 万吨，同比增长 122.1%；2014年
18.46 万吨，同比增长 67.8%。 2015
年 ，达 到 23.76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8.7%。其中，2015 年海关监管加注
保税航油12.7万吨，为44家航空公司
节约企业成本469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据郑州海关昨
日统计，2015年我省进出口共完成 4600.2
亿元，同比增长 15.3%，外贸进出口规模再
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 2684 亿元，增长
11%；进口1916.2亿元，增长21.9%；贸易顺
差767.8亿元，缩小9.3%。

智能手机产业对全省外贸作用举足
轻重。随着富士康手机项目落户，以手
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取代传统产业独
占外贸进出口鳌头，并成为我省外贸的
支柱产业。2015 年，富士康所属企业进

出口占全省进出口的 67.5%，贡献率为
114.3%。2015年 10月份月度进出口突破
600 亿元，创河南外贸历史月度进出口最
高值。

加工贸易成为我省外贸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 2015 年，我省加工贸易进出口
3160.7亿元，增长 2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 68.7%，对全省外贸的贡献率达 93.4%。
同期，我省一般贸易进出口1210.5亿元，下
降4.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6.3%。

美国、韩国、欧盟、东盟和日本是我省

主要贸易伙伴。2015年，我省与上述国家
和地区的贸易值分别为 1071.7亿元、587.3
亿元、421.4亿元、371.5亿元和 319.9亿元，
上述5市场进出口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60.3%。

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省外贸发展的
重要支柱，2015 年，我省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 3250.3 亿元，增长 20.8%，占同期
全省外贸总值的 70.7%。民营企业进出
口 962.5 亿元，增长 11.7%，占比 20.9%；国
有企业进出口 387.4 亿元，下降 11.6%，仅

占 8.4%。
以手机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出口大幅增

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2015
年，我省出口机电产品 1982.1 亿元，增长
21.9%，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73.8%（其中手
机出口1639.4亿元、汽车出口40亿元）；机
电产品、发制品、农产品、纺织纱线、铝材等
几项商品合计出口值为 2400.4亿元，占全
省出口值的 89.4%。包括纺织服装、鞋、
帽、箱包和家具在内的劳动力密集产品出
口164.3亿元，下降20.4%。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河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截至1月14日，我省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数量突破 400家，赢
得新年“开门红”。居中西部地区省份第 1
位，全国第8位。

400 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中，包括出口
速冻及脱水果蔬生产企业 108家、粮食及面
糖制品生产企业61家、肉及肉制品生产企业
42家、罐头生产企业 34家、调味品生产企业
26家。

近几年，我省出口食品企业备案数量持
续增长。2012年出口企业数量达到 303家，
2013年增长至 346家，2014年增长至 359家，
2015年达到 397家，2016年 1月突破 400家。
伴随着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数量的飙升，2015

年我省食品出口也实现逆势增长，超过20%，
成为我省外贸增长又一强力引擎。

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外注册制度，则
是我国企业打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占领
国际市场的金钥匙。获得国（境）外注册的企
业产品可以正常进入这些国家或地区，与这
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享有同等待遇。目前，
我省对外注册的食品企业累计达 151 家
（次），位居中西部第一。2015 年出口货值
15.31亿元，同比增长7.27%。

2015年，河南检验检疫局实现备案申请
和审批全程“无纸化”。今年，该局将进一步
简政放权，推进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零门
槛”制度，降低准入门槛，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在便利企业的同时，确保食品安全底线。

未来5年我省拟投
80亿建客货运场站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全省道路运输工作会议 1月 14日在
郑州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未来5年，我省将加快道路客货运
场站建设，拟投资80亿元，新建改建客货运场站120个。

会议在谋划“十三五”工作目标部分提出，要加快提升枢纽
场站一体化的衔接能力，未来 5年，将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的原则，加快道路客货运场站建设，完成场站投资80亿元，新建
改建客货场站120个。其中，新建综合客运枢纽15个，货运枢纽
（物流园区）10个，新改建三级及三级以上客运站95个。在安排
2016年工作时，会议提出今年全省计划完成运输场站建设投资
任务15亿元，重点开工建设高铁城铁沿线4个城市综合客运枢
纽站、交通运输部规划的10个物流园区项目等。

登录微信服务平台
可就近预约审车点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临近春节，私家车经济如火如荼，
自驾游列入很多家庭的出行计划，市区各审车点又见审车长
队。在“互联网+”热潮中，一些车辆服务平台联合多家机动
车检测站，为市民开设就近审车的“绿色通道”，并推出春节
出行“自驾游护照”等服务，为市民出行提供贴心服务。

在郑州一个较大的车友俱乐部“郑州浩磊”微信服务平台
上，记者看到该平台醒目打起了预约审车等会员服务。通过微
信关注加入会员进入该服务体系后，便能在全市五个检测机构
预约审车，还能享受代办服务。这五个检测点，除了其自营的位
于西南绕城高速樱桃沟出口郑州方向的郑州浩磊机动车检测
站，还与郑州大正、郑州成信、郑州远通、郑州盛通等四家机动车
检测站开展联合服务，能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就近审车的需要。

“郑州浩磊”微服务还能实现会员全年免费微信查询违章信息，会
员在自助服务终端机上，持有效证件几分钟便可以办完违章裁决
代缴，让市民真正体验到“互联网+”带来的各种便利和实惠。

去年我省进出口完成4600亿元
智能手机产业是支柱 加工贸易成增长主动力

河南“十二五”外贸成绩喜人
进出口年均增长30.6%

全省出口食品生产企业逾400家
居中西部地区省份第一全国第八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
郑州海关获悉，自 2013 年 7 月开展跨境
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业务以来，业务量持
续攀升，辐射区域广泛。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累 计 有 1358 万 人 通 过 郑 州 试
点网购，收件人分布在我国关境内所有
省份。

截至 2015 年底，郑州跨境电子商务服
务试点共验放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物
品总值 41.04亿元，其中进口申报 4656.5万

票，价值 40.68亿元，征收税款 1.22亿元，平
均征税率为 3%；出口申报 9.34 万票，价值
0.36亿元。

除辐射区域广泛外，郑州试点业务还
有以下特点：进口业务占据主要地位，截
至去年底跨境电子商务进口量占比高达

99.1％；商品种类相对集中，试点累计备
案进出口商品种类达 13.5 万种，实际进口
商品多集中于化妆品、面膜、纸尿裤、保健
食品、奶粉等网购热销商品，占总销量的
60％以上；大电商支撑作用突出。试点累
计备案企业 973 家，其中进口金额前 3 位
的聚美优品、唯品会和小红书约占总业务
量的 90％以上。2015 年 11 月 27 日，郑州
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顺利通过海关总
署验收。

郑州跨境电商试点服务
辐射关境内所有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