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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改善民
生、环境保护……李克强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所提到的不少“关键
词”，对今后一件又一
件国家大事进行了谋
划和描绘。其中，每一
条都与咱老百姓的日
常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也为郑州未来展开
了一幅目标明晰的发
展蓝图。

郑报融媒记者 王红 文 本版图片由郑报融媒摄影部提供

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是人才竞
争。今明两年，郑州将全面推进实
施“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着
力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专业
化素质、开拓性精神的创新创业领
军人才队伍。到 2018年，计划引
进600名掌握核心技术、具有较强
创新创业能力的领军人才和高层
次创新创业紧缺人才，60个领军
型科技创新创业团队。

同时，科技发展需要“真金白
银”的投入，我市将实施科技金融
结合试点城市建设行动计划，为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立、成长提供
专业化、全过程的投融资服务。

吸引社会资本、金融业机构参与
科技创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到 2018 年，建设 10 个产业技术
创新研究院，构建 50个科技公共
服务平台，建成 1000万平方米创
新创业载体。

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到 2018年，我市计划将航空港区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成为河
南省改革创新先行区、创新创业引
领区、双创服务示范区、双创生态
优化区；全市 20个创新创业综合
体全部建成，创新创业载体数量达
到 200 家，载体面积突破 1000 万
平方米，在孵企业达到7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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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引领
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要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实体经
济优化结构，不
断提高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

郑州实践

创新创业孵化企业将达7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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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建设多个国家级开放平台

面对国际环
境新变化和国内发
展新要求，进一步
完善对外开放战略
布局，加快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的对外开放。

2016年，郑州对外开放发展
步伐加快，促成了中国（河南）自贸
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双创”示
范基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用
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等国家级试
点相继落地、启动建设。郑州互联
网国际通信专用通道开通，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上线运行，跨境电商
交易额实现翻番。

今明两年，郑州将加快融入
“一带一路”，进一步强化货物与
服务的集散功能，形成“三网融
合、四港联动、多式联运”的现代
物流体系；以郑州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为载体，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总部经济和现代商贸业，
构建与国际市场全面对接的商贸
平台。到 2018年，航空港年旅客
吞吐量达到 2350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达到 60万吨，跨境电子商务
交易额达到 200 亿美元，建成功
能性口岸10个。

郑州计划三年累计引进具有
国际影响力、国内辐射力、国内外
资源整合力和高成长力的“四力”
型项目150个，招商引资累计到位
资金达到6500亿；累计外贸进出
口额达到 1900亿美元，继续保持
中部省会城市第一位，力争进入全
国省会城市前三名；累计境外投资
额达到33亿美元，实现快速增长。

2016年，郑州深化改革，不断
释放发展动力和活力。出台了一
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加快重大
改革开放举措落地。着力深化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全面清理
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对160项
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进行了梳理
规范。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
革，推进企业“五证合一”登记和个
体工商户“两证合一”改革。

2017 年，郑州将扎实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方面，
要持续推进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工
作。去库存方面，库存量大的县

（市）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
化结合起来，通过调整土地供应
规模、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完善
公共服务等措施，促进农业转移
人口进城落户。

持续深化政务体制改革。在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放管
服”改革，提高放权“含金量”、增强
监管有效性、突出服务主动性。深
化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全面推进

“一口受理”，提高行政效能。持续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分类推进市
属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增强国有经
济和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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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革的办
法深入推进“三
去 一 降 一 补 ”。
要在巩固成果基
础上，针对新情
况新问题，完善
政策措施，努力
取得更大成效。

郑州实践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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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民就业增收
渠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
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加快培育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全市城镇化率已达71%

2016 年，郑州全面实施新
型城镇化新三年行动计划，市域
城市建成区面积 675平方公里，
全市城镇化率提高到 71%。安
置房建设全面提速提质，74个安
置房项目启动桩基施工，49个安
置区实现群众回迁，累计回迁群
众13.2万人。

2017 年，郑州将加快推进

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加快东
部新城区、南部新城区、西部新
城区开发建设，打造复合型现
代化新城区。其中重点做好拆
迁群众的安置工作，基本建成
保障性住房 7万套，确保今年回
迁群众 35万人以上。同时继续
加快国家航空一类口岸、铁路
一类口岸和国际陆港、多式联

运体系建设，配合做好“米”字
形高铁、机场至高铁南站等城
际铁路建设，构建枢纽型、功能
性、网络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

2018 年，全市城镇化率达
到73%左右，县域城镇化率总体
达到 59.3%，城乡一体化水平达
到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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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加快
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是人民群
众的迫切愿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
求。必须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
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

2017年，郑州市重污染天气
要大幅减少，主要污染物浓度持
续下降，PM10 平均浓度不高于
122 微克/立方米，PM2.5 平均浓
度不高于65微克/立方米；城区优
良天数在 189 天以上；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排名退出后十位。今
年，市区建成区范围内基本消除
劣Ⅴ类水体，其中金水河、熊儿

河、东风渠、七里河水质达到Ⅳ
类，其他河流水质持续改善。

未来5年，郑州还要坚持绿色
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深入实
施蓝天工程，完善联防联治、区域
防控机制，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确保空气质量持续好转。
推进碧水工程，加快以贾鲁河治
理、环城循环水系、牛口峪引黄调

蓄等工程为重点的生态水系建设，
加强水源地和重点流域水源保护，
促进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大力
推进生态绿化工程，健全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完
善资源循环利用、环保技术应用和
环保产业发展鼓励引导机制。使
天蓝、地绿、水清成为常态，建设生
态良好的宜居宜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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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转型培育现代产业体系

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
向，通过简政减税、放宽准入、鼓励创新，
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减少无效供给、
扩大有效供给，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

2016年，郑州把调结构作为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加快
培育现代产业体系。三次产业比
由 2015 年的 2.1∶49.5∶48.4 调整
为 2016年的 2.0∶47.1∶50.9，第三
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新型工
业化加速推进，七大工业主导产
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2260亿元，增
长 7.3%；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

40%；“互联网+”指数居全国城
市第 14位，再次入围全国信息化
50强城市，获批开通国际通信专
用通道。

2017年，郑州要着力做强先
进制造业。大力推进电子信息、
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
药、现代家居和品牌服装七大产
业基地建设，力争全年电子信息
产业产值达到3500亿元，汽车产

业产值达到1200亿元，装备制造
业产值达 2000 亿元。做大现代
服务业。加快服务业专业园区建
设，推动 12个省服务业“两区”争
创省星级服务业集聚区。支持登
封建设中国少林功夫国际旅游目
的地，加快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力争 2017 年新增挂牌上市
企业 30家以上，电子商务交易额
和网络零售额增长18%。

郑州制造誉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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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行业推行标准化服务

天蓝水碧景宜人

航空经济风生水起

“双创”拓展就业新空间

新时代农民搬进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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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力争今年全面脱贫

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
会建设。民生是为政之要，必须时刻放在
心头、扛在肩上。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
复杂的情况下，更要优先保障和改善民
生，该办能办的实事要竭力办好，基本民
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

2016年，郑州全年民生支出
1031.2 亿元，增长 18.4%，省、市
民生十件实事顺利完成。全市实
现脱贫 3.39 万人，退出贫困村
119 个，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目标任务大头落地；全市新增城
镇就业14.5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9.55万人。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超过 350.34 万人，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228.4万人，实

现了农村低保标准线与扶贫标准
线“两线合一”。

2017 年，郑州将坚持“以人
为本、民生优先”原则，统筹各项
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市要完成易地扶贫
搬迁 4800 人、完成整村推进 20
个，在全省率先实现“贫困村全部
退出、扶贫对象全部脱贫”，确保
2017 年底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全面脱贫。
郑州要稳定扩大社会就业。

新增城镇就业 13万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7万人，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10 亿元。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全面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医疗保险整合，适度提高基本养
老金标准、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
和个人缴费标准。

改
善
民
生

改
善
民
生

关键词

城乡医疗一体化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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