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有“诗王”之
称的伟大诗人白居易的
故里，与著名的黄帝故里
景区隔河相望，郑韩故
城、胡庄韩王陵等历史古
迹更是遍布境内，历史文
化厚重而悠远……

这里曾是新郑的
“工业明珠”，为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立下过
汗马功劳，甚至左右
着新郑人的衣、食、
住、行……

这里也是被“老
新郑人”称作“老家”
的地方，一桥一河一
木一草勾勒出“新郑
的情怀和乡愁”，让人
无法忘记……

然而这一切美好
在激情无限的“工业明
珠”黯然消沉为陈旧的
“老工业基地”的过程
中消失殆尽。但是，忘
记和沉默，没有让城关
乡丧失斗志和勇气，却
恰恰给了它思考和积
蓄力量的空间，使它重
新有了崛起的能量。
近年来，城关乡痛定思
痛，拿出壮士断腕的魄
力，围绕“融入城区、承
接转移、乘势而上、跨
越发展”的总思路，整
合内外资源，创新发
展，持续推进城乡一体
化，力求以现代商贸服
务业和生态环境为支
撑，彻底甩掉高能耗、
高污染的“老工业基
地”的“旧帽子”，打造
一个全新的、新郑西部
的宜居宜业宜商“田园
乡镇”。

把握乡情谋全局

城关乡位于新郑市中心城区西
部，境内有S323、郑韩路西延、登杞铁
路横穿东西，老107国道、大学路南延
纵贯南北，南水北调生态保护带、双洎
河构成“一带一河”的城市生态带穿境
而过。全乡区域面积40平方公里，耕
地面积40063亩，辖14个行政村65个
自 然 村 ，112 个 村 民 组 ，32321 人 。
2015年城关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8.1
亿元，主要工业增加值完成13.1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66亿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7.38亿元，财政收入
完成1950万元，粮食产量33089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完成17750元。

这是城关乡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
转型升级关键阶段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实现跨越式发展，得益于近年来该乡坚
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将中心镇区、
产业创业园、新型社区进行统筹规划、
统筹布局、统筹建设，成功推动全乡产
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就业
保障、社会管理一体化发展，使乡域经
济实力不断提升，连续五年跻身“河南
省百强乡镇”、连续三年被郑州市评为
乡域经济发展“十快”乡镇，并先后荣获

“省文明乡镇”“郑州市卫生乡镇”“新郑
市跨越式发展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这其中，该乡确定了以南水北调
运河为界，在运河以东，通过西关老工
业区改造，整合传统企业，在与碧桂园
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依
托带动效应，规划建设商住综合体、金
融中心等项目，突出发展商贸商住、仓
储物流、银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来不
断增强镇区的辐射带动力；在运河以

西，依托居易新城社

区，持续整合土地、资金、市场、劳动力
等资源，来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规模
化、节约化、产业化、企业化的现代创
业园。

现代产业求跨越

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和地域特点，
该乡提出以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载
体，按照老工业园区向第三产业转
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发展
思路，坚持招商引资，盘活土地，强力
推进项目建设，来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该乡成功引进碧桂园集团公司
主导镇区整体开发，计划建设生态
型、高品质、产品丰富的生态文化“新
城”。目前，投资 8000万元的新轩商
贸总部和投资 6000万元的居易生态
酒店项目已经建成运营，投资超10亿
元的农民创业园按照“一园三区”建
设的总体规划正在积极推进，同时香
江龙湾、溪水湾等房地产开发项目顺
利落地建设，投资近 3.5 亿元的新郑
新二中也正式迁建城关乡。此外，总
投资 7500万元的郑州市农田水利现
代化示范乡镇跨年度项目，目前已完
成投资6209万元。

城关乡紧邻中心城区，享受着更
多的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流
动的辐射效应。因此，该乡借势发
力，依托运河以东核心起步区 7平方
公里区域，借助南水北调运河、双洎
河、杨河三河环绕的环境优势，借助
紧邻中心城区连接西南部乡镇的区
位优势，S323、老107国道、西环路、郑
韩路西延、郑许公路、郑平公路等干
道的交通优势，以社区服务为主的生
活性服务体系为突破口，通过构筑比

中心城区更宜居的环境来吸引
人口聚集、高端
生产要素流入，

为现代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在运河以西区域，该乡
通过对现有农村合作社的资源整合，
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并依托运河生态
环境，招引养老、养生服务项目，形成
了生态观光农业和绿色有机食品产
业共融的新兴区域。

此外，西关老工业园区旧城改造
也给城关乡核心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
良机。该乡加快发展辖区具有显著优
势的房地产业，同时依托西城商贸中
心、新二中迁建、农民创业园等项目，构
筑业态丰富的商贸服务体系、现代化的
社区服务体系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体系为一体的完备服务体系，以及，以
河南统一供销物流园项目和涵盖集农
民创业园、铁艺制造区和服装无纺布加
工区、轻工业加工区“一园三区”功能的
农民创业园等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为
依托，加快物流体系信息化建设，力求
形成多样化服务的物流网络体系和现
代物流配送体系。

围绕文化惠民生

城关乡紧邻黄帝故里景区，是白
居易故里，春秋时期郑武公墓、战国晚
期韩国王陵、清代“三朝武臣”岳钟琪
陵墓都坐落在境内。因此，该乡将白
居易文化与新型城镇化、观光生态农
业发展进行结合，以保留东郭寺历史
文化名村为契机，打造仿唐式商住一
体、农业观光的历史文化名村，来发展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产业，从而为群众
创造就业机会；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和提升生活质量，该乡还开展

“三大主题、六类系列、九十场活动”文
化体育惠民工程，三大主题即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白居
易文化、汇聚发展正能量，建设美丽西
城、实现西部跨越；六类系列即戏曲巡
演、小品巡演、书法展示、红歌比赛、演
讲比赛、文艺团体汇演；九十场活动即
在全乡各自然村开展送文化下乡文艺
巡演活动，计划开展九十场。

其他民生建设方面，去年以来，

该乡依规发放低保金187.4万元，救济
款 12.75 万元，面粉 400 袋，棉衣 200
件，棉被200 条，并将24户因灾、因病
致贫户及时纳入低保；落实各项就业再
就业扶持政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1800人；关停煤场、料场、沙场和卷
材厂12家，完成对工地、煤场、沙场等
34个扬尘污染源的防尘网覆盖，面积
达11万平方米，辖区空气质量明显提
升；结合环境卫生整治及创卫复审工
作，投入资金400多万元，组织3000多
人次、机械车辆 600多台参加创卫工
作，清运垃圾3000多吨，实现了“创卫
复审不因城关丢一分”的工作目标。

同时，建立完善了三级网格队
伍，制定并完善网格化管理考核奖惩
制度、问题处置反馈制度、网格会议
制度、工作督查制度、阳光村务工作
制度、三色旗评定工作制度等，确保
相关人员履职到位。目前，全乡共完
成信息采集、办理业务5259件，其中，
社情信息 4478 件，台账信息 781 件；
加大了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建
设的治理力度，先后组织召开联席会
议 46次，开展联动执法 20次，联动解
决问题34个。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小事”虽
小，但意义重大。通过一件件小
事，老百姓可以看到一名党员干部
的作风，认识到一个政党的执政理
念……这是新华时评《做好群众每
件“小事”是凝聚民心的大事》文章
中的一段话，这为基层政府和党员
干部如何做好寻常百姓事指明了
一个方向。

新郑市新华路办事处是典型
的基层政府，组织架构不大，但却管
理着新郑市商业繁荣、人口集中的
核心区。近几年来，从群众的鸡毛
蒜皮、油盐酱醋到区域的经济发展、
市容环境，办事处从小做起，以“小”
促“大”，一一捋顺纵横交织的发展
秩序，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脱胎换
骨，不仅荣获“郑州市文明单位”“郑
州市长效机制工作先进单位”“郑州
市保障房工作先进集体”“新郑市
2014年度绩效考核优秀单位”“新
郑市劳动就业工作综合目标考核
先进集体”等，还在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据统计，办事
处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8.46亿
元，完成目标任务的104.6%；财政
收入完成2.5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的11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完成6.82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1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56亿
元，完成目标任务的106.1%；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完成29.58亿元，完
成目标任务的102.4%；招商引资
到位资金完成2.3亿元，完成目标
任务的155.3%；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完成27667元，完成目标
任务的104.0%。

“从小做起，其实就是从实实
在在做起，用行动换民心。”办事处
书记李宗元介绍说，虽然是小政
府，但责任重大，不放过一点一滴
的细节为群众办事，小政府也能扛
起大事，能把群众的事办好。而办
好了群众的事，自然能换来上下一
心，快速发展。

民心齐、发展快、能担当……新
华路办事处具体是如何做到“小政
府”带着群众干大事的？记者专门
深入寻找答案。

项目带动促发展

去年以来，新华路办事处利用多种渠道
增加投资规模，快速推进项目建设，保持了经
济健康快速发展。

按照“规划引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
则，该办快速推进裴大户寨自然村、后屯二组、
后端湾自然村等拆迁进度；快速推进张龙庄盛
世龙城、毛园中华城、边家缔景天城、裴大户寨
公园里、后屯金都花园二期安置房建设。全年
共完成投资28亿元，拆迁房屋478处，完成拆迁
面积15.4万平方米，建设安置房1536套、17000
余平方米。目前，张龙庄盛世龙城、毛园中华城
等520套安置房已分配到居民手中，实现1300
余人有序回迁安置。

新华路街道对辖区“三产”发展布局非常重
视，该办按照“政府引导、突出特色、完善服务”的
原则，协助辖区517家商户办理相关营业手续，
使“三产”规模不断壮大。同时，该办重点培育文
化教育、房产交易、汽车销售租赁等新兴产业。

优化环境求提升

新华路办事处以新郑市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为契机，对重点区域和卫生死角进行
整治。据统计，去年，该办共投入资金 300余
万元，开展全民创建日活动 40 次，组织人员
2.5万余人次，清运积存垃圾800余吨，新增健

康教育宣传栏108个，投放病媒生物防治药品
6 吨，修复灭鼠设施 2800 余处，新增灭蚊灯、
诱蝇笼420个。

为配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该处还加大了
大气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拆除锅炉16台；覆盖并
绿化裸露黄土3700平方米，取缔露天沙场5处，
对辖区 5个建设工地下达扬尘整改通知书 17
次。该办还大力开展黄标车淘汰治理工作。统
计显示，全年共投入资金60余万元，完成报废车
辆191台、灭失393台，超额完成28台。

在整治违法建设方面，去年，该办事处配
合执法30余次，出动执法人员2300余人次，发
动宣传车260车次，悬挂宣传标语310多条，扣
押电线、钢线 300多米及各种建设设备 50余
套，下发整改通知书 300余份，拆除龙门架 16
个，拆除违法建筑9000平方米。全年共处理土
地信访问题22宗，涉及150多人次。

在市容环境和基础设施提升方面，该办先
后投入203万元，对12条背街小巷进行升级改
造，硬化路面5000平方米，粉刷墙体2000平方
米，安装路灯50余根，更换路灯270余盏；该办
还全力配合新郑市断头路打通工程。

周到服务暖民生

去年以来，该办以促进就业为重点，以社
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为保障，实现全年新增城
镇就业再就业 1174人，完成失业人员再就业
262人，完成困难人员再就业 75人；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均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全年投入 235 万
元，为 320户低保户发放生
活费；拨付社会救助资金
12.67 万元，对 354 户困难
户进行救助；投入 2 万元，
对 92名流浪乞讨人员进行
临时救助；为辖区残疾家
庭申请轮椅 23 辆，安装假
肢11副，配备3万余元助残
辅助器具。

该办还积极为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营造氛围，在
12个社区建立26支文艺队
伍，有效丰富了辖区居民
的业余生活。这期间，该
办在新郑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系列比赛
中，办事处代表队在广场舞、盘鼓比赛中分别
获得一等奖，在郑州市广场舞比赛中荣获一
等奖。

该办还积极推行“五单一网”制度改革，
实现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一站式”网上办
理，办事处便民服务大厅、社区服务站全年接
待群众 12万人次，办理民生实事 13万件；对
六个民生重点领域进行排查，全年发现社情
8151条，台账 4270条，办结率达到 99.81%；扎
实推进人口计生工作，开展孕前优生培训
1460 余人次，为 364 对已婚待孕对象提供免
费优生检测，健康访视服务率达99.8%。

在民生服务的细节方
面，该办在有条件的小区建
设 62 个充电棚；投入 50 万
元将居民临时安置点彩板
房全部更换成岩棉板，共改
造 260间 5000余平方米；在
12个社区建立综治工作站，
动员2万余名居民成立平安
志愿者队伍，扩充巡防队
伍，新配备巡防车3辆、消防
车2辆，新增监控平台一个、
摄像头98个，使技防能力大
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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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的便民服务大厅

西城大桥通车将新郑市区与城关
乡的连接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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