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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突出普惠共享，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

全年民生支出 1494.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78.2%。32项重点民生实事全面完成。

新增城镇就业 11.5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11.62亿元，“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

新增公办幼儿园 113所、学位 3.8万个；市

区中小学新开工 34所、新投用 23所、新增学位

3.6万个，新开工普通高中 4所。中小学午餐及

课后延时服务受到好评。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成效明显；医

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郑州模式”获评全国优秀
信用案例；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通过
复审，获批国家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城市。

奥体中心建成投用。启动建设各类博物馆

39家；新建遗址生态公园22处。建成基层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 100个、城市书房 55处，全民阅

读工作全国领先。
“舞台艺术进乡村、进社区”演出 1200场。

建业电影小镇等一批文旅项目建成开放，宋城
黄帝千古情等文旅项目基本完工。

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 100余项、国家（省）
级赛事 8项、国际赛事 12项。新建改建标准化
农贸市场20家。

新增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单位、餐饮示范店、食
品小作坊示范单位各100家，完成食用农产品集中
交易市场（农贸市场）信息可追溯建设100家。

加大猪肉、蛋、菜政府储备投放，市场供应
充足、物价基本平稳。

建成保障性住房 9.3 万余套，分配公租房
1.1万套，安置房竣工 2832万平方米、网签 10.1
万套，回迁群众17万人。

过去的一年，我市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打造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的殷切
期望，编制实施了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高
水平扩大对外开放、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等系
列三年行动计划。围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谋划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建设，启动编制了重大战略
研究、总体发展规划、起步区建设方案，提出了
建设黄河国家博物馆等重点工作，着力打造黄
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围绕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明确了“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
联”功能布局，着力构建大交通、大开放、大产
业、大文化、大生态的城市之“势”，郑州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更清、氛围更
浓、势头更强。

践行新发展理念 推进高质量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摘编（一）

我市抢抓重大机遇，综合实力持续攀升。
区域协调发展纵深推进。我市全面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郑州
大都市区空间规划（2018—2035年）》等部署，加快构建

“一核四轴三带多点”空间结构，郑汴、郑新、郑焦、郑许
一体化加速融合。

全省带动力持续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1589.7
亿元、占全省的21.4%、总量居全国城市第15位，较上年

前移 1个位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22.5亿元、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5324.4 亿元，分别占全省的 30.2%、
22.7%；进出口总额 4129.9亿元、占全省的 72.3%，居中

部城市首位、省会城市第5位。

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
契机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城市始终充满正能量。全市新
增市场主体 26 万户。郑州晋身全球经济竞争力城市
100强、全球营商环境友好城市 100强、全国数字城市
10强。

城市影响力大幅提升。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隆重举行，实现了大型活动、精神风貌、成
就展览、舆论宣传、志愿服务“五个出彩”。郑州国际女
子网球公开赛、国际乒联巡回总决赛等赛事成功举办，
央视春晚郑州分会场精彩纷呈。荣获“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国家质量魅力城市”称号。今年创新方式举办庚子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全球 20多亿人次线上线下参与
拜祖，极大凝聚了华夏儿女的精神力量。

我市推动转型升级，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新增省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 4 家。高技术产业增长 10.9%，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长 12.4%，上汽数据中心等 243 个项目开工建

设，明泰铝业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等 246 个项目竣
工。“三大改造”成效显著，实施工业技改项目 546 个，

投资额增长 31.4%，压减煤电装机 111万千瓦、钢铁产

能 95 万吨、水泥 61 万吨、电解铝 35 万吨、煤炭 310 万
吨。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 8 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能耗下降 16%。中铁装备等 23 家企业入选国家级智

能制造、绿色制造试点示范单位，国家工业设计中心
实现“零”突破，“上云”企业达 1.3 万家、占全省的

40%。成功创建国家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和工

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现代服务业发展提档增效。金融业增加值突破

1200 亿元、占服务业比重达 18%；新增上市公司 4家、

“新三板”挂牌公司 2家，郑商所新增上市品种 6个。网

络零售额增长18.5%、快递业收入增长16.6%、物流业增

加值增长 9.5%。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1.3亿人次、增长

14.5%，实现旅游总收入1598.9亿元、增长15.2%。

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阿里巴巴、海康威视、中
国电子、紫光集团在郑落地。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
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开工。国家大数据综试区核心
区实现产值 300亿元。下一代信息网络、信息技术服务
入选国家第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数字郑州

“城市大脑”项目启动建设。

都市型农业提质发展。粮食总产量达到 149.7万
吨。非洲猪瘟疫病有效防控。新发展环城都市生态农

业 10万亩、湿地农业 1万亩。实施第三批都市生态农业

示范园 2.5万亩、高标准“菜篮子”生产示范基地 1.2 万

亩。国家级、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达 67家，三全、思念、白
象荣登“2019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榜”。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
心区建设扎实推进，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意见及六项配套政策制定实施。“智汇郑州”人才工
程获评“全国人才工作最佳案例”。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

项、科技进步奖 5项，占全省 40%。新认定院士工作站

11家，培育国家企业技术中心3家，浙江大学、中科院微
电子所、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在郑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全

社会研发投入增长 16.8%，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26家，

累计达到 2048 家、增长 55%；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16

件、增长23％，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54.8%。

全市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不断
释放。

机构改革持续深化，市县机构改革全面完
成。实施规划集中统一管理制度，推进城市管理
重心下移。启动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市属学校去
行政化改革基本完成，分级办学体制扎实推进。

“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政务服务“周末不
打烊”，172个事项凭身份证“一证简办”，261个
事项实现“掌上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
压减至100个工作日内，“联合辅导”模式全国推
广。企业开办注册 3天完成，不动产登记 5个工
作日办结、单办业务实现“当场办”。

国企改革攻坚战扎实有效，15 家“僵尸企
业”破产终结，50家驻郑央企和18家市属企业完
成“四供一业”移交。产权、组织、治理三大结构
改革有序推进。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排
名第一。成功创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
城市，荣获国家“守信激励创新奖”。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12.1 亿元，减税降费
271.1亿元。

“四条丝路”协同发展。其中，“空中丝绸之

路”，完成旅客吞吐量 291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52.2万吨，保持中部“双第一”。航空口岸全面实

施“7×24”小时通关。“陆上丝绸之路”，班列开

行 1000 班、货 重 54.1 万 吨 ，分 别 增 长 33%、
56.1%。国际陆港“一干三支”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通过国家验收。“网上丝绸之路”，跨境电商交

易额 107.7亿美元、增长 24.6%。“海上丝绸之

路”，实现与青岛、连云港、天津等港口无缝衔接，
海铁联运完成1.1万标箱。

开放平台持续完善。自贸区郑州片区形成

创新成果 140 项，新注册企业 1.5万家、注册资

本 1811亿元。航空港实验区首家本土货运航

空公司成立，河南首条直达欧洲定期客运航线
郑州—伦敦开航。200余家智能终端企业入驻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河南省中国公民签证申
请受理便利化平台正式启用。

口岸建设不断强化。药品进口口岸获国家
批复并公告，粮食口岸建设取得突破，汽车口岸
二期建设稳步推进；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获省政府批准筹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
现全覆盖。

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引进域外境内资金
2235 亿元、增长 6%。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 6
家，实际吸收外资 44亿美元、增长 5%；上汽全
球数据中心、APUS 全球第二总部等新兴产业
项目落地。

我市聚焦三大攻坚战，短板弱项加快补齐。
脱贫攻坚圆满完成。全市 181个贫困村全

部“摘帽”、存量贫困人口1715人全部脱贫。累
计投入3.23亿元助力卢氏县如期“摘帽”。

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PM10年均浓度
指标提前一年完成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目
标。在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京津冀“2+26”城
市、全省 18个省辖市排名中同比均提升 2位。
秋冬季 PM2.5 改善率在“2+26”城市中居第 3
位，重污染天数下降率在“2+26”城市排名中并
列第 1位。全面开展工业企业绿色绩效评价，

规模以上企业煤炭消费总量削减 168万吨，完

成工业企业深度治理 1270家、整治“低小散”企

业 1152家，全市 2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拆

改；新增新能源公交车 1000辆、出租车 6444
辆。完成清洁型煤“双替代”近 7万户，全市散

煤实现清零，“散乱污”企业实现动态清零。河
湖长“治、管、护”责任全面落实，“三污一净”专
项治理扎实推进。5个国控断面稳定达标，省
控断面达标率 100%。受污染耕地及建设用地
安全利用率100%。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推进。非法集资案
件有序化解。全市商品住房去化周期处于合理
区间，省交办问题楼盘化解率81.5%。

2019年，是郑州发展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一年来，全市坚定扛起“三个在”和“龙头高高扬起来”的职责使

命，交出了一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初步核算，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6.5%，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1%，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5%，城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1%，年末

登记失业率1.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

以来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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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在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副省长、市长王新伟向大会作郑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我市着力强基提质，城乡融合步
伐加快。我市统筹推进老城区复兴、
新城开发和乡村振兴，城镇化率达到
74.6%。

枢纽建设提档升级。累计开通客
货运航线242条，郑州获批全国唯一空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郑万、郑阜高铁
河南段通车，米字形高铁网初步成
形。轨道交通三期规划获批，农业路
高架、金水路西延等道路建成通车。
入选全国第二批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
范工程创建城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实
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 1174个、完
成投资 2096.2亿元；新建停车泊位 6.2
万个；新增供水能力 10万立方米/日、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5 万吨/日、污泥
处理能力 300吨/日。清洁取暖、综合
管廊、海绵城市等试点城市工作顺利
推进。

城市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全面启
动“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加快推进

“一环十横十纵”道路升级；整治提升
老旧小区89个。加快推进城乡接合部
36个乡镇环境综合整治。城市精细化
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全面落实。中心城
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覆盖率74.3%、无
害化处理率100%。

生态建设成效凸显。国土绿化

20.76万亩、森林抚育 8.26万亩；铁路

沿线、生态廊道五项整治连通绿道 530
公里；市区新增绿地3455万平方米，建

成公园、微公园、游园 460个，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 40.05%，碧沙岗、紫荆山

等公园拆墙透绿。1亿立方南水北调
中线观音寺调蓄水库工程获国务院批
准；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主
体基本完工，牛口峪引黄工程干线建

成通水，全年生态调水3.36亿立方米。

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编制完
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都市生态农业
产业发展规划。新建农村公路 158.9
公里，所有行政村农村公路实现“双
通”。90%以上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
理，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25.2 万户。创
建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 83个，建设
美丽乡村3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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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全媒体记者 王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