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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首席的县域首席的““丰收丰收””时节时节
新郑经验接连出彩 综合实力继续领跑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象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主任习近平 10 月 15 日主持召开中
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
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强化责
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
化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

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民
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王沪宁、韩正
出席会议。 （下转三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
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以“三高”为准则“三大”为手段“三有”为方向
全力塑造郑州国际马拉松赛事品牌

本报讯（记者 裴蕾）由中国田径协会
和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郑州国际马
拉松赛，作为我市着力打造的一张对外宣
传的新名片，将在11月 3日亮相。近日，市
政府召开会议，听取首届郑州国际马拉
松赛筹备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
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出席会议
并讲话。

市领导王鹏、马健、谷保中、黄卿、万正峰、
孙晓红、吴福民、史占勇、王万鹏出席会议。

会上，听取了赛事承办方郑州报业集
团所作关于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赛筹备

情况的汇报后，王新伟对各项前期筹备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全市上下要高
度重视此次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赛事的
举办。正在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郑州，是国家“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应该举办一场能够
展示城市良好形象的品牌国际马拉松赛
事。全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迅速行动，以踏实务实的作风，
通过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工作落实，确保
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赛成功举办。

就进一步做好最后阶段的筹备工作，

王新伟要求，要明确目标，以“高起点、高
标准、高品质”为准则，以“大平台、大视
野、大传播”为手段，以“有活力、有文化、
有温度”为方向，全力塑造郑州专属的国
际马拉松赛事品牌。要坚持原则，按照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开放，活
力，安全，节俭”的要求，打造具有郑州特
色的马拉松赛事。要抓住关键，当前要重
点做好安全保卫、市容环境、赛会服务、群
众组织、医疗保障、形象宣传、线路优化等
各项工作的前期筹备。要落实责任，赛事
组委会及各相关工作部门要压实责任，细

化分工，推进工作。要强化保障，人力、费
用、装备等各项保障要落实到位。要制定
应急预案，完善机制保障，努力实现工作
的提升和创新。

王新伟强调，要使郑州国际马拉松
品牌赛事借本次比赛开始“塑形”，随后
要进一步雕琢提升，确保该赛事的举办
在全省乃至全国“走前列、做标兵、出重
彩”，为郑州早日高质量建成国家中心
城市、阔步迈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助
力，为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中更加出彩
作贡献。

东区智慧岛大数据企业
今年有望突破 150家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18数字经

济峰会暨5G重大技术展示与交流会新闻发布会，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王鹏在会上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建设情况
进行了介绍。

据了解，2016年 10月，国家批复我省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2017年 2月，省政府明确郑东新区智慧岛为河南国
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我市高度重视试验区核心区建
设，加快构建大数据产业生态圈，取得明显成效。目前，试验区核
心区共落地华为、浪潮、IBM、猪八戒、中诚信等大数据企业102
家，注册资本突破200亿元，涵盖了大数据基础层、支撑层和应用
层等三大圈层。预计年底前再新增企业48家以上，企业总数突
破150家，培育年营业收入超亿元上的骨干企业10家，大数据相
关产业产值达到150亿元以上。

记者了解到，目前，以智慧岛为引领，郑东新区已累计引进
大数据及相关科技类企业2880家，注册资本金累计达到203亿
元，产业规模达到201亿元，初步形成了产业集聚、上下衔接、结
构合理、业态丰富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圈。

市政协召开十四届
二 次 主 席 会 议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市政协主席黄保卫主持召开市政协
十四届二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薛景霞、岳希荣、
王万鹏、王东亮、刘睿，秘书长吴耀田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政协秘书长、副秘书长工作分工意见汇报，听取
了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提案交办会筹备情况汇报，听取了市政
协近期主要工作安排汇报，研究了市政协 2019年新年茶话会方
案，听取了市政协常委培训工作情况汇报，听取了市政协机关干部
培训工作情况汇报。

黄保卫表示，市政协要围绕市委的中心工作精准发力，统筹安
排，全力做好启动拜祖大典筹备工作等22项主要工作。有关部门要
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工作节奏，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任务。要
冲刺四季度，全力打赢“保增长”攻坚战，大家要按照分工，积极对工
作进行谋划，加快节奏，迅速行动，全面掀起工作热潮，抓紧完成各项
重点工作。

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原，散发着自信、开
放、极富生机的文化魅力。

十一期间，从河南博物院、龙门石窟，
到刚刚落幕的2018洛阳河洛文化旅游节，
无论是文博单位、文物景点，还是文化盛
会，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生动地诠释着眼
前的“诗和远方”……

这份魅力源自于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
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源自于省委、省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高度
重视，以及全省文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近年来，我省以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为主
线，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壮
大文化事业，为谱写奋进新时代、让中原更
加出彩新篇章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文化惠民为百姓幸福“加码”
10 月 11 日晚，河南艺术中心广场成

了欢乐的海洋，几千名群众围坐台阶欣赏
了一场高规格的文化盛宴——河南省第十
三届“群星奖”优秀节目展演在此举行，声
乐、器乐、戏曲、曲艺等节目为市民交织出
了一片多姿多彩的艺术天地。

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各具特色的公共
文化活动已成常态。“欢乐中原·文明河南”

“中原文化大舞台”“舞台艺术送基层”“教
你一招”“春满中原”“百城万场”“群星耀中
原”“出彩河南人”等一大批品牌活动在全
省上下如火如荼地开展，遍布城乡的“红色
文艺轻骑兵”把文化服务送到了老百姓的
家门口，每年惠及基层群众达 8000 万人
次，从城市到农村群众载歌载舞的幸福场
景随处可见。

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公共文化设
施也日趋完善。目前，我省初步形成了省、
市、县、乡、村五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全
面免费开放。截至目前，全省村（社区）综
合 文 化 中 心 建 成 40187 个 ，建 成 率
79.57%，比去年年底提高了 28%。依托这
些文化设施，各类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农村
文化阵地日益巩固。

同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也在加快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现代传播能力不断提
升。“百姓文化云”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实现了全省 18个省辖市、108个县（市）全
覆盖，让人们的手机成了“遥控器”，形成了

“超市化”供应模式，有力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和百姓文化需求精准对接。（下转六版）

坚定文化自信 创造中原文化新辉煌
河南日报记者 温小娟 本报记者 秦 华 左丽慧

城市建设高质量

秋日阳光下，黄帝故里景区南侧的接旨亭古
朴厚重，家住老城东关的王栓宝坐在亭下，手拉二
胡，一曲《二泉映月》委婉悠扬，穿过围观人群和绿
地，飘向远方。

这里曾是新郑市老城区，曾经杂乱破旧，现在
已变成以黄帝故里景区为中心的仿古建筑和绿地
游园分布区，是新郑市民的城市会客厅。为提升
城市品质，新郑市统筹城市建设提质与文明城市
创建两项工作，协调宜居与宜业、地上与地下、硬
件与软件、新区与老区“四个关系”，修编完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等33项专项规划。

为完善老城功能，在城市建设上坚持做减法，
整理土地不再出让，全部用于绿地、游园等基础设
施建设，累计疏解腾退15个企事业单位、150亩建
设用地。投资 16亿元，新建改建道路 47条 83公
里，打通断头路、卡脖路7条，初步实现畅通新郑。

在新郑新区建设中，高标准设计、开发、建设
国际酒店、高端商业综合体、城市公园。在紧邻郑
州市区的龙湖镇，投资200亿元的会展中心、华南

城九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打造生态宜居高端城
区，目前已拓展城市空间150平方公里。

高标准治理 9条河流 173 公里河道，其中双

洎河治理工程投资 70亿元，沿河建设郑风苑、轩

辕湖湿地文化园等滨水景观公园 19 个。投资

18.4亿元，完成生态造林 7.6万亩，新建生态廊道

24条 198公里 2.9万亩，建成2万亩的国家古枣林

公园、1.8万亩具茨山国家森林公园、20处城市游

园，提升 10处重点区域绿地品质，全市森林覆盖

率、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显著提升。

这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新郑市以文明城市创

建为统揽，以黄帝文化历史名城、现代临空产业新

城、郑州南部生态绿城建设为载体，通过文明促进、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持续推动城市功能、环境、文

化、服务品质提升，谋划实施工程项目10大类186

个，总投资932.5亿元，2018年计划投资255亿元，

1~9月完成投资156亿元。

文化建设高水平

“硬件”建设，离不开文化“软件”驱动。在新

郑，无论是景区游园，还是社区楼院、田间地头，聚
在一起，唱几嗓子的票友随处可见。“每天不喊几
段，就好像少点啥。”今年68岁的冯喜才是新郑梨
河镇七里堂村的村民，在新郑市组织的农村戏曲
爱好者培训多年练习，唱扮老生，有腔有调，有板
有眼。

冯老汉的“成长”，是由于新郑市“戏曲进乡
村·欢乐进万家”文化惠民工程。该市在送戏时，
不仅“政府定”，还让“百姓点”，并于 2002年实行

“政府买单，群众看戏”，连续 16年持续不断，逐
年增加演出场次，目前已增至每年 300场。2015
年以来，市财政总计投入演出经费 900 余万元、
购买演出 2114场，每个行政村每年至少 2场戏。

新郑市把包括戏曲进乡村工作在内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经费，纳入市乡两级财政预算，给
予足额保障。2015年以来，市财政累计投入文化
事业经费 2.97亿元。今年又增加投资 8亿元，全
面启动市级综合文化艺术中心、图书档案方志馆
等大型文化设施项目建设。

浓厚的戏曲文化之外，新郑可谓是文化灿烂，
拥有 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5000年的黄帝文化

和 2700年的郑韩文化，连续 13年高规格举办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拜祖大典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高标准规划建设黄帝文化园区，修
缮原貌接旨亭、考院、县衙、南街古巷老民居等 38
处历史建筑。

为民惠民高投入

无论城建“硬件”还是文化“软件”，新郑都
将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扣在便民惠民利民
上。在这一方面，新郑成绩依然闪亮：率先实现
十二年免费教育，率先成为全省首批全国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市，率先践行公平优质、普
惠共享教育发展理念，高考成绩连续 27 年位居
郑州郊县（市）第一，成为郑州乃至全省教育的
典型模板和亮丽名片。投资 7.2 亿元的市公立
人民医院开诊运营，为中小学生和 60 周岁以上
老人免费体检，被列入省级健康城市试点、国家
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省率先建成县级现
代化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所有行政审批和公
共服务事项实现应进必进，全面推行一窗受理、
一站审批、网上办理，极大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城市建成区、主干道、出入市口实现技防人防全
覆盖；为新郑籍居民家庭两轮电动车免费安装
防盗装置，连续三届被评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
县（市），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长
安杯”。

具茨山下，黄帝像前，新郑人不忘前人，继往
开来，正于一次次耕耘收获中，写下新时代的历史
篇章。

本报讯（记者 裴蕾）昨日下午，市政府召开
省会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
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作动员会，动员
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抢抓时
节，迅速行动，加快推进生态郑州、美丽郑州建
设。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张春阳、黄卿、李喜安、吴福民参加
会议。

会上宣读了《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
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作
方案》。

王新伟说，近年来，我市按照“大生态、大环
保、大格局、大统筹”，进一步优化生态功能格
局，加快构建“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五
大生态系统，着力打造“三圈、一带、九水、三十
一廊”网络化生态空间布局，初步构建了城市绿
道生态网络系统，彰显了建设美丽郑州的决心
和成效。全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充分认识到开展交通路网沿线生态环境提质提
升是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切实把这项
工作作为建设美丽郑州的具体抓手、建设现代
化国际性立体综合交通枢纽的内在要求、创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迫切需要、惠民生促发展
的重大举措，迅速行动，抓紧组织实施。

关于下一步工作，王新伟要求，要突出重
点，加快推进。坚持规划引领、谋定后动，按照

“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属地建设、属地管理”的模
式，坚决守住规划“红线”和生态“绿线”。要坚持
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实现和谐拆迁。要坚持目
标导向推进工作，建立台账、细化任务、例会推
进，通过高标准规划设计建设，做细做实工程质
量，充分展示省会城市的园林绿化水平。要坚
持标准统一、步调一致，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努
力建成“路在林中、林在城中、绿不断线、景不断
链”的生态长廊，将自然要素引入城市和社区，做成品质工程。要加
强领导，强化措施，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严格督导考
核，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郑州加快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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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黄帝故里好事连连。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布全国2018

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报
告，新郑综合实力和科技创新继续领跑全省
各县市，全国排名继续提升。

10月11日，全省百城提质工作和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现场观摩会召开，新郑作为我市唯
一县市接受观摩。观摩团成员包括全省18个
省辖市市长、宣传部长，以及52个区长，61个
县（市）负责人。

10月16日至18日，中宣部、文化和旅游
部组织的戏曲进乡村工作经验交流会将在新
郑召开。届时，全国各省（区、市）党委宣传
部、文化厅（局）负责人将听取新郑经验介绍，
实地观摩新郑戏曲进乡村工作经验做法。

而早在国庆前的农历秋分时节，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唯一主会场选址“红枣
之乡”——新郑。新郑红枣从小农种植到形
成完整产业链，新郑红枣文化和“好想你”品
牌享誉全国。

…………
新郑市今秋好事连连，新郑工作连连出

彩，新郑经验连连出新，这个全省县域经济排
头兵靠什么不断演绎着中原出彩的华丽篇章，
带着疑问，记者深入该市采访城市建设提质、
文明城市创建和戏曲进乡村等工作，发现在这
一个个工作在全省甚至全国叫得响的背后，离
不开的是该市上下的团结拼搏和努力奋斗。

昨日，“千城万区”
阅读行公益活动正式启
动。该活动将在全省
18 个城市的 360 多个
社区陆续开展，计划募
集超过10万册图书，为
将近50所学校建设公
益图书角。图为小女孩
捐出自己的闲置书籍，
献出一份爱心。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