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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净美的新郑。

“十二五”新郑用实际行动交
出一份令人惊喜的成绩单，但新
郑并不满足，反而是自我加压，期
望“十三五”实现更大突破。

新郑“十三五”战略规划是跳
出河南，着眼全国，在全国临空经
济强市中找坐标，在全国财政综
合实力前 20强中找定位，继续在
郑州市各县市区中挑大梁、走前
头，以打造实力、宜居、活力、幸
福、美丽、文化、平安“七个新郑”
为载体，加快推进现代田园临空
经济强市建设，力争在全省率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开启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

铺开来说，“七个新郑”就是
“七大目标”，具体包括聚焦主导
产业，打造“实力新郑”。以中部
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南部高
标准粮田优种示范区和北部红枣
综合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力争
到 2020年，建成“全国知名、全省
一流”的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积极对接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在
对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产业改
造提升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以电
子信息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主导
的产业新城，力争到 2020 年，商
贸物流、电子商务分别实现销售
收入600亿元、500亿元以上。

坚持城乡统筹，着力打造“宜
居新郑”。按照“北部城镇化、南
部田园化”的组团布局，加快“两
城、两市镇”建设，加快城乡道路
建设等，力争到 2020 年，新型城
镇化率达70%以上。

大力实施开放创新，着力打
造“活力新郑”。充分利用郑州航
空港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河南自贸试验区等国
家战略在郑州形成的政策叠加优
势，力争到 2020 年，招商引资累
计到位资金 800 亿元以上，培育
新挂牌、上市企业 30家，同时力
争新建各类研发中心50家以上。

加 大 民 生 投 入 ，着 力 打 造
“幸福新郑”。“以人为本、民生优
先”统筹各项民生社会事业发
展，力争到 2020 年新增医疗床
位 7500 张，城镇年均新增就业
岗位 6500个。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着力打
造“美丽新郑”。围绕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的目标，实
现环境治理工作常态化。同时，
以“增加绿量、提升品质”为主
线，加快具茨山国家森林公园建
设。力争到 2020 年，森林覆盖
率达 32%以上，城市建成区绿地
率达 40%以上。

繁 荣 文 化 建 设 ，着 力 打 造
“文化新郑”。围绕郑州建设“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心”这一
目标，努力打好黄帝文化、精品
文化、旅游文化“三张牌”。完善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加快市级文
化场馆、社区综合文化中心等城
乡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
质、品位和档次。

坚持依法治市，着力打造“平
安新郑”。坚持发挥党委的领导
核心作用，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健全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完善
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深化“一
村（格）一警”工作机制建设，以网
格为载体，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千载机遇临壮乡,正是击鼓
奋进时。”在“十三五”的征途中，
在奋发启程的路上，让我们拭目
以待，开放创新的新郑，在中原大
地上再奏凯歌。

新郑新郑：：以以““七个新郑七个新郑””为为统揽统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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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12日至 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提出：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镇建
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
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
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
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尊重自然、尊重民生，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新郑市作为“全国新型城
镇化建设综合试点”，始终贯彻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要求，据了解，近年来，该市紧紧围绕“人的城
镇化”，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新型社区建设等工作，有效促进农民向城
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成功构建“两城、两市镇和若干新型社区及特色保留
村”的空间布局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为基、就业为本、民生优先、产城
融合、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新郑道路”。

新郑薛店镇常刘社区的居民常书松在村子改造前是“看天”过日子
的传统农民，村子改造后，他在社区物业获得了保安的工作，除了土地租
金和农民权益的保障外，每月还有1500元的收入。提起如今的生活，他
笑着告诉记者，喝的是南水北调干渠的水、用的是天然气、上的网是光纤
宽带，看病有标准化卫生室……现在生活美滋滋的。

社区主任刘春喜说：“新郑推进新型城镇化为老百姓想得多，如今社
区有 80%的劳动力在中原食品工业园区内的白象、胖哥等企业上班，人
均月收入达2000元以上。”

常刘社区居民“上楼”后，生活质量拔高，与新郑市新型社区建设的
“硬要求”有关，该市要求新社区建设必须依托特色产业布局、按照“一个
社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两人就业”模式和“六通十二有两集中”标准进行
建设，也就是说不把老百姓的日子打算好，别想动工。比如，孟庄镇鸡王
社区，该社区以华南城、六盛钢材、东鑫钢构等企业为支撑推进原村庄改
造，带动创业100多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255人，还吸引外来人口就业
达1.5万余人。

如今，在新郑，和常刘社区、鸡王社区居民一样过上新居生活的群众
还有很多。据介绍，目前，该市新型城镇化率较往年再提升 1.5个百分
点，达到63.5%。

打开手机，新能源汽车租车、还
车、充电、停车一键办理，马上实现“云
出行”……近日，在新郑中德产业园首
批企业集中入园仪式上，新能源汽车
智能网联“云出行”项目一亮相，便引
起轰动。

据了解，正在加快建设的中德产业
园是新郑市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发
展的“优秀作品”，目前，已开工面积25
万平方米，完成招商企业108家，未来将
建成聚集25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中西
部第一、全国一流的创新创业综合体，将
实现年产值30亿元，利税3亿元……

依托中原工学院设立的新郑新能
源新材料综合体被认定为“河南省大学
科技园”“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目
前，该综合体内已入驻全国棉精梳技术

研发中心、汽车新能源空调测试技术中
心等5个省、郑州市级科研平台；孵化
郑州曼柔纺织、智能数据采集信息卡等
20多个项目。其中，孵化的“高效节能
棉精梳成套设备研究开发”项目产品已
出口东南亚，累计产值超过1亿元……

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新郑市产业优化调整、经济规模不断壮
大的真实写照。据统计，去年，该市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629亿元，增长9%；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5.3 亿元，增长
17.7%。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排名晋升至43位，全国县域经济基本
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跃升至49位，全国
财政收入百强县市排名晋升至43位。

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连年保持增
长？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项目、研

发中心等，纷纷选择黄帝故里新郑？
记者昨日带着问题来到新郑当地走
访、探究。

“这与新郑人创新、实干、善抓机
遇的精神有关，也与新郑因地制宜制
定发展战略有关。”新郑市委书记刘建
武说，社会各界群策群力确定了抢抓
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和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三区叠加”机遇，
深入实施“双融入”“双承接”（融入郑
州都市区和航空港区，承接沿海地区
产业转移和郑州产业辐射）的发展战
略，并强力推进“三大主体”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根据这一战
略，新郑市将贯彻好省、市党代会的精
神，奋发努力，力争早日建成现代田园
临空经济强市。

新郑市产业发展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瞄准第三产业对产业
结构和布局“动手术”。

据了解，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该市要求按照“一区
一主业、突出主导产业”的思路，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区、专业园
区和农民特色创业园的载体作用，引导企业向园区集聚，使产
业布局更合理。这一改变对第三产业发展非常利好，统计显
示，目前，新郑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优化为 3.2、52.1、44.7，更趋合
理。要知道在过去，新郑第三产业占比甚至是个位数。

与新郑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遥相呼应的是当地“集团式”
作战的“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商贸物流业，食品加工业，生物医
药业。第一做大商贸物流业，以华南城为龙头，着力打造集生
产、加工、销售、仓储物流等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目前，华
南城100万平方米已营业。另外，华商汇、乾龙物流园等项目正
在强力推进。

做强食品加工业。在引进培育中储粮、达利食品等食品企
业的基础上，实现雪花啤酒、光明乳业等项目投产，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条，全省最大食品加工基地已现雏形。

做实生物医药业。加大项目引育力度，提升产业竞争力，
中德医疗产业园、润弘制药工业园已实现投产，瑞孚国际医疗
科技园、遂成药业正在加快建设，加速建成全省最大的生物医
药生产基地。

去年 4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
出版的《河南经济蓝皮书（2016）》中，在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质
量综合排名中，新郑市位居 108个县（市）第 1名，也是该
市连续四年位居全省首位。这一权威报告，充分说明当
地经济发展结构具有科学性，也充满潜力。

新郑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对记
者说：“作为新郑本土上市公司老总，和其他一些在新
郑发展的企业领导交流时，大家都感觉新郑发展、上升
的空间很大，这一点足以说明新郑经济发展确实潜力
巨大、确实环境好。”

投资 600多亿元的郑州华南
城项目已经入驻商户 1.2 万余
户，整个市场群开始活跃起来。
不过，这个项目在落户之时，曾
被人认为新郑这个县级市是想
表演“蛇吞象”，但该市顶住各种
压力，成功突破各种局限，取得
成功。据了解，该项目从签约到
开工建设，仅用了 4个月时间，一
期两年内就实现 100多万平方米
试营业，创造了“新郑速度”，刷
新了“新郑效率”，更培育出“新
郑胆量”。

郑州华南城项目的实施，增
强了新郑敢为、敢担当的信心，

也拔高了新郑对外的视野。近
年来，该市招商过程中，主动对
接世界 500 强、行业 50 强企业，
并成功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发
展前景好、税收贡献大、对区域
经济有支撑带动作用的大项目，
就连 IBM、华润、法国圣戈班都
来了。

“‘大块头’项目落户一个地
方，一方面说明这里投资环境
好，另一方面说明区域有能力形
成‘雁阵效应’，集聚起更多的关
联企业。”新郑市市长马志峰说，

“十二五”期间，新郑市招引项目
就有 419个，到位资金 506亿元。

在打造“双创”和项目发展
好环境方面，新郑更是用壮士断
腕的勇气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据介绍，该市行政审批事项
由 262 项 削 减 至 138 项 ，削 减
47.3%，审批环节由 1310 个压缩
到 620 个，压缩 53%。同时，高
标准建设市级行政服务中心建
设，将 49 个职能部门、138 项行
政审批事项和 253项公共服务事
项整合集中办理，使得行政效能
大幅提升……

在优质发展环境的推动下，
新郑市还依托高校众多的资源
优势，积极推进政校企三方合

作，加快产学研融合发展，大力
发展创新创业综合体、众创空
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梯级创新
创业载体。目前，新郑已建设电
子商务、新能源新材料等创新创
业综合体 8个，培育国家级、省级
研发中心 36个，科技进步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 59%。

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不管是
投资 600多亿元的郑州华南城项
目成功落户新郑，还是“世界 500
强”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新郑，
都不是偶然，而是新郑打造创新
型开放城市过程中用务实重做
的积淀换来的。

辛店镇阳光社区。

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

敢担敢为打造创新型开放城市敢担敢为打造创新型开放城市

用用““七个新郑七个新郑””加快小康社会建设加快小康社会建设

在考古发现的遗址区域就地建成城市街心主题公园。

轩辕湖湿地公园里，
水鸟自由飞翔。

在位于新
郑市产业集聚
区的河南润弘
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

里，工人利用自动
灯检机检验产品质

量。该公司新购置八条
洗烘灌全自动联动生产

线，有效减少可见异物，药
品质量大大提高，实现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区夜景流光溢彩。

““三大主导产业三大主导产业””为经济发展脱胎换骨为经济发展脱胎换骨

群众搬进新型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