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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商都

报告摘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以
航空港实验区建设为突破，持续集聚开放要
素，提升开放层次和水平。

重点措施：全力推进航空港实验区建设，
确保全年招商引资金额1000亿元以上，力争年
产手机 2.5亿部，确保实验区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15%；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确保国际
货运航线达到36条，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达到
50万吨；持续完善开放平台功能，郑欧班列确
保开行200班以上，E贸易进出口业务量突破1
亿单；持续提升开放水平，力争招商引资实际
到位资金1900亿元；加快自贸区申建，在跨境
多式联运物流便利化、跨境电子商务和期货保
税交割便利化、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便利化等
方面开展探索，积极申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关键词 城镇化

报告摘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完善城市
治理体系，着力解决“城市病”，提升城镇规划
建设管理水平。

重点措施：推进以人为本的城乡一体化
进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积分
落户制度和居住证制度，完善人的城镇化配
套政策体系，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
人口全覆盖；深入推进畅通郑州建设，稳步推
进“大棚户区”改造；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改造
提升。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报告摘要：适度扩大总需求，着力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重点措施：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坚持
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原
则，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帮助企业
降本减负；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努
力化解房地产结构性过剩，加快城区农民工市
民化，鼓励县域农民进城购房，促进房地产业
兼并重组，鼓励发展养老、文化、体育等跨界地
产；努力补齐发展短板。

关键词 投资升级

报告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和优化投
资结构，以增量投资优化带动存量投资，调结
构、补短板、增动力。

重点措施：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全市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7300亿元以上，增长 16%；优化
投资结构，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提升项
目服务水平，推进航空港区等试点单位加快
建立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负面清单制度，建立
公平透明开放的市场规则。

关键词 工业转型升级

报告摘要：深入对接落实“中国制造
2025”战略，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重点措施：抓好战略集群和战略性产业
培育，重点培育智能终端、汽车及高端装备制
造等8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23家工业战略
性企业发展，力争 8个产业集群产值突破 1万
亿元，工业战略性企业销售收入达到 4800亿
元；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提升产业集聚区发展水平，力争每个产
业集聚区新引进 1个以上投资 10亿元以上的
项目。

关键词 服务业提质增效

报告摘要：消费升级为导向，以新技术新
模式新业态为引领，推动服务业特色化高端
化发展。

重点措施：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力争
新增挂牌上市企业 30家以上，电子商务交易
额达到4500亿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升级；培
育新兴服务业发展，加快服务业两区建设。

关键词 现代都市农业

报告摘要：突出转型融合发展，推动农业
发展方式转变。

重点措施：加快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完成高标准农田 4 万亩、可追溯标准化“菜
篮子”生产基地 3 万亩、都市生态农业示范
园建设 6 万亩；培育农业产业化集群，力争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集群总数达到 29 个，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稳定在 420 家左右；加快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环境，争创省级生态乡镇 1 个、省级生态村 5
个。探索开展土壤环境保护，严格控制涉重
金属污染物排放。

关键词 实施创新驱动

报告摘要：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环境，完善创新要素和平台功能，
厚植发展优势。

重点措施：积极申建郑州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成国
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推动国家技术转
移郑州中心试运行；加快科技园区建设和科
技型企业培育；引进200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和高层次创新创业紧缺人才，20个领军型科
技创新创业团队，汇聚20名“两院”院士、国家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海内外顶尖人才；
强化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报告摘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既要
“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重点措施：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持续推进“蓝天工程”。 加快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建设，力争市区禁燃区面积达到建成
区面积的 80%，市区建筑工地文明达标率
100%；全面推进“碧水工程”，推进森林城市建
设；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大力推动水泥、电力、
耐材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城乡居民生活

报告摘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以民生工
程为抓手，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全面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

重点措施：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突出抓好
扶贫工作，完成扶贫搬迁 3877户、1.5万人，实
现脱贫 3.2 万人；促进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启
动创客教育基地和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项
目，市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30所，新增学位3
万个；推进就业创业和居民增收；提升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和人口发展水平。

经济平稳运行
报告摘要：提升统筹谋划水平，加快推进

“十三五”规划和国际商都规划等中长期发展
战略的落实，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重点措施：科学谋划大事要事，围绕
“一带一路”战略、中原城市群、区域经济合
作、国家级新区、自贸区、改革创新等领域，
科学研判、深度谋划，研究提出一系列重大
课题、政策和项目，组织制定具体工作专
案；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强化目标管理
考核评价，为郑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较快
发展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覃岩峰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完成
《关于郑州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摘编

新增财力重点投向民生领域
《关于郑州市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摘编

昨日举行的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书
面听取了郑州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李书峰《关于郑州
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
官之年，市委、市政府紧紧围
绕“三大一中”战略定位，坚持
以航空港实验区建设为统揽，
持续推进“三大主体”工作，深
入实施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抓
改革创新，强投资开放，促结
构转型，求民生改善，经济社
会总体保持平稳健康较快发
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较好
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的主要
目标和任务，全市主要指标增
速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位次
普遍前移。

今年是“十三五”和建设
国际商都的开局之年，也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
坚之年，主要预期目标是：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9%；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以
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11%以上；进出口总
额增长7%；实际利用外资增
长3%；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
节能减排降碳、环保等约束
性指标完成省下达目标。

昨日举行的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书
面听取了郑州市财政局局长
刘睿《关于郑州市2015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财
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5 年，全市全口径财
政收入 2407.8 亿元，增长
12.1%。地方财政总收入
1419.5亿元，增长11.9%。全
市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为
9428969 万元，增长 13.1%；
全 市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支 出
11033570 万 元 ，增 长
20.1%。市本级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 3925118 万元，支出
4316322万元。市本级公共
财政预算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略有结余。

2016年是实施“十三五”
规划和国际商都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的开局之年，全市财政
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
总体部署，加大积极财政政策
实施力度，大力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充分发挥财政杠杆
和撬动作用，拓宽筹融资渠
道，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
保民生、保重点。

关键词 保障民生

为支持教育均衡发展，全市财政教育
支出146.2亿元，增长17.5%；为完善社会保
障和就业发展，全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78.2亿元，增长 25.2%；为推进公共卫
生和医疗事业发展，全市财政医疗卫生与
计划生育支出80.6亿元，增长14.7%。

全市将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力
度，新增财力重点投向民生领域，全力保
障省、市民生实事资金需求，突出保障和
改善民生，加快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一是安排教育专项资金 37.2 亿元。
支持基础教育发展，全面落实城乡义务教
育学校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政策；
支持职业及高等教育发展，实行职业及高
等教育生均拨款制度，积极落实中等职业
学校免学费政策。

二是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资金
16.5亿元。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市
级财政补贴和企业养老保险补助政策；加
大对退役安置、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的
救助力度；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
转移和城镇困难人员就业创业。

三是安排医疗卫生专项资金 13.2 亿
元。支持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支持市属医
院扩建迁建，推进“一城七中心”建设；加
大食品药品抽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新
生儿疾病及两癌筛查资金投入，支持公共
卫生事业发展。

四是安排体育文化事业专项资金 4.3
亿元。主要用于“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大
河村遗址博物馆等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以
及体育生活文化社区建设。

五是安排扶贫开发专项资金4.3亿元。

主要用于扶贫搬迁及后续产业发展扶持，确
保扶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大头落地。

关键词 产业经济

去年，市级整合投入产业引导资金
107.8亿元，重点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拨付
资金 68.8 亿元，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拨付资金 10.8 亿元，支持现代物流、
电子商务、现代金融、文化创意旅游等服
务业发展。拨付资金 12.3亿元，积极支持
开放平台建设和对外经济发展。完善郑
欧班列扶持政策，从 2015年到 2017年，每
年按照 2.6 亿元标准对郑欧班列给予奖
励。拨付资金 7.3 亿元，支持培育科技型
企业。

我市将继续优化整合产业引导资金，
安排产业引导资金84亿元，进一步加大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力度，培育发展
优势产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是支持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安排
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6亿元，引导鼓励社会
资本投入重点产业。安排项目及奖补资
金 12.1亿元，支持汽车产业发展。安排奖
补资金 1.7 亿元，促进金融业及总部经济
发展。安排奖补资金 0.8 亿元，支持产业
集聚区晋星晋级。安排风险补偿金 1 亿
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安排农业贷款贴
息、“互联网+农业”等资金 1亿元，支持都
市生态农业发展。

二是支持航空港实验区发展。安排
资金 14.3亿元，继续落实实验区各项财政
扶持政策，积极支持实验区高端产业集聚
发展、开放要素平台建设和道路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推进实验区快速发展。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紧紧围绕畅通郑州、大棚户区改造、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等新型城镇化建
设重点工程，不断加大资金筹措和投入力
度。加快实施轨道交通 5 号线、2 号线一
期、1号线二期、农业快速路等工程；制定

《郑州市中心城区储备土地成本核算管理
办法》，建立土地出让收入核算体系，实行
全成本核算，拨付土地出让金279亿元，重
点用于支持大棚户区改造。

全市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进一步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安排城乡社区建设资
金140.1亿元，积极促进全域城镇化和现代
田园城市建设。

一是支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安排
城市建设及美丽乡村资金 59.4亿元，支持
水电气暖等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

二是支持畅通郑州建设。安排公共
交通建设资金 35亿元，继续支持地铁 2号
线一期、1号线二期和 5号线建设，积极推
进“大井字+环线”快速路网和市域快速路
网工程建设。安排公交、地铁等运营补贴
14.6亿元，推进公交都市建设。

三是支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持续
推进大棚户区改造，继续利用政策性银行
贷款，安排银行贷款贴息2亿元；积极利用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和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盘活存量房。

关键词 开放创新双驱动

我市拨付资金 12.3亿元，积极支持开
放平台建设和对外经济发展。完善郑欧

班列扶持政策，从 2015年到 2017年，每年
按照 2.6 亿元标准对郑欧班列给予奖励。
制定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支持政
策，对业务量达到一定标准的给予奖励。
拨付资金 7.3亿元，支持培育科技型企业，
推动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
定“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促进人才
培育引进。

支持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实施。安
排开拓航空市场专项资金 5亿元，加快打
造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安排补助资金 2.6
亿元，支持开拓郑欧班列增值服务。安排
奖励资金 1.5 亿元，加快推进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规模化运营。安排科技研发资金3
亿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安排支持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资金 8 亿元，实施“智汇郑
州·1125聚才计划”。

关键词 生态环境
支持生态保护和节能减排。加大对

大气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的支持力
度，筹措环保资金 8.3 亿元，重点用于拆
改市区燃煤锅炉拆改奖补、黄标车提前
淘汰补贴、洒水车购置和环境监测能力
建设，支持推进污染源综合治理。支持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拨付资金
56.7 亿元，推广新能源汽车 3738 辆。

全市将加大财政对生态建设的投入
力度，安排节能环保支出 12亿元，支持构
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环境。一是
支持环境污染防治，重点支持燃煤锅炉改
造、黄标车淘汰、城市扬尘等大气污染防
治。二是支持节能减排，重点用于新能源
车发展和工业节能降耗。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卢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