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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
“出彩路上再出发”

特别报道

规划引领科学布局

地处黄河中游的郑州，地理位置重要，
生态功能突出，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是郑州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和历
史使命。

随着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历史再一次把郑州推
上了有着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新棋局。

如何答好这份“新考卷”，贡献郑州力
量？市委十一届十次、十一次全会给出了

“郑州方案”：把郑州推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
程，其释放的能量将无可限量。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徐立毅明确了“东强、南动、西美、
北静、中优、外联”的城市功能布局，明晰了
打造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国家高质量发展
区域增长极、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加

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更高水平的
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的工作实践体系。

善弈者谋势，善治者谋全局。围绕打
造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国家高质量发展
区域增长极、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
郑州已完成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总体发展规划和起
步区建设方案，努力在打造幸福河上走
前列。

徐立毅多次深入黄河沿线城市巩义、荥
阳、惠济区、金水区、中牟县实地调研，先后
主持召开《郑州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概念性总体规划》评审
会，多次召开郑州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听取建设核心示范区 2020年工作要点
和考核方案、核心示范区起步区惠济大运河
片区调查分析情况，以及起步区建设、文化
博物旅游、防洪工程与水资源、生态综合治
理、交通工程等汇报，主持召开大河村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修建性详细规划专题汇报会，
要求全市上下加深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内涵的理解，把握要义、抓
住关键，突出生态保护、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转化落实为具体项目，以扎实有效的举
措，让郑州沿黄城市的发展特征充分彰显出
来，让黄河文化、嵩山文化、古都文化在郑州
充分展示出来，让郑州这个国家中心城市应
具有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特征充分塑造出来。

郑州郑州 风吹稻花香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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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滴黄河之水，都涌动着奔
腾的力量；每一个奋斗梦想，都映
照着时代的希望。

去年9月在郑州召开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

跫音回响、大河激荡。黄河流
域奏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大
河上下，团结一心抢抓工作机遇的
热情高涨；社会各界，共凝保护母
亲河的社会共识；百川归流，全中
国凝聚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郑
州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编制实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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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谋划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
示范区建设、着力打造黄河历史文
化主地标城市……全市上下，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建设具有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鲜明特
征的国家中心城市的路子更清、氛
围更浓、势头更强。郑州，用新发
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谱写了一
曲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郑州乐章。

黄河安澜为民谋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郑州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生
态文明建设水平。

保障黄河安澜，郑州落实“重在保护、
要在治理”。目前正抓紧做桃花峪水库前
期工作，将治河、惠民和滩区生态保护相
结合，加强黄河河道工程和标准化堤防建

设，从根本上解决防洪安全和滩区居民安
居问题。

5月 14日召开的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一段话令人倍感振奋：郑州市将以沿
黄河、沿路网和山区河湖区域为关键，构
建森林生态系统，建设黄河生态廊道、城
市生态隔离带，提升沿黄区域和高速公
路、铁路沿线绿化，加快 S312 市区段和大

河文化绿道建设，打造沿黄最美公路。以
“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为重点，构
建休闲生态系统，谋划建设国家黄河绿道
郑州段。坚持节水优先，实施全社会节水
行 动 ，修 编《郑 州 市 黄 河 水 资 源 利 用 规
划》，全域推进分质供水、循环用水，合理
调配现有南水北调和黄河水资源，科学分
配生活、生态、生产用水，实现以水润城、
城水共生。

统筹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发 挥 比 较
优 势 ，构 建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动 力 系 统 ，积
极 探 索 富 有 地 域 特 色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路 子 。

对此，郑州立足区位、能源、科教、产业
等优势，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
争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郑州将落实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稳定工业
增长基本盘。着力提升产业能级。做大做

强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现代食品、
新型材料、铝加工制品和生物医药 6 大主
导产业集群，出台实施氢燃料电池汽车、人
工智能、智能传感器、5G 及北斗应用和软
件信息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积极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新
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智能装备、网络
空间安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新一轮
500 个“三大改造”项目建设，抢抓国家启
动“新基建”机遇，加快推进 5G、工业互联

网、数据中心、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制定实施优先保障项目落地机制，力争
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0%以上，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4%以上。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加快国家大数据综试区核心区、
中国智能传感谷建设，推进阿里巴巴、海康
威视等企业区域总部建设。实施“万企上
云上链”计划。提升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
城市建设水平，创建省级以上智能工厂（车
间）、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 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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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
报 告 中 明 确 提
出，要加快落实
区域发展战略，
要编制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 发 展 规 划 纲
要。”这让全国政
协委员、河南绿
色中原现代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宋丰强倍感
振奋。他说，对
于生在黄河边、
喝着黄河水、玩
着黄泥巴长大的
人来说，心情就
像《我们的家乡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这首歌唱得
那般愉悦。

关于黄河的
提案，宋丰强从
不同角度已经连
续 提 了 13 年 。
他说，期盼着好
规划、好政策早
出台，早落地，让
黄河成为造福两岸人民的幸福
河。

“由于黄河不同于其他区域，
为落实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
施，这个区域的项目开发必须纳
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总体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宋丰
强认为，要把沿黄滩区生态旅游
产业纳入黄河高质量发展总体规
划，有针对性地发展规模化生态
有机绿色农业项目，促进农业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生态旅游
产业升级，增加黄河沿线贫困人
口的全产业链收入，从而带动沿
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持续健康发展。

“我在黄河边已经干了20年，
我决心守着母亲河，守着幸福河，
让黄河更美丽，让黄河更健康。”
谈到未来发展，宋丰强信心满满。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代表委员 话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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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国家地质公园

秀美黄河风光

黄河国家地质公园入口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郑州北临黄河、西依嵩山，拥有得天独
厚的生态风貌。中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华夏文明在这里发端、源远流长、从未
中断。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保护传承弘
扬好黄河文化，为新时代凝聚精神力量，为
此，郑州着力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加
快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谋划建设黄
河国家博物馆、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黄河滩地公园及沿黄慢行系统、黄河文化演
艺综合体、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黄河中下游

分界线标志性建筑等项目，推进双槐树遗址
等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着力打造黄河文
化遗产廊道。以商代王城遗址、黄帝故里、
河洛汇流、登封“天地之中”、荥泽古城等历
史建筑群保护利用为抓手，打造世界级黄河
文明寻根胜地和郑州黄河国际文化旅游目
的地。不断提升郑州“华夏文明之源、黄河
文化之魂”的认同感和感召力，全面提升城
市气质、城市气派，让人们感受到华夏文明、
黄河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增强文化自信心。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

日之功。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牢“贯彻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地
区崛起、对外开放国家战略，加快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区域增长极”这一方向，保持历史耐心和战
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
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谋划长远，又干在
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我
们就一定在中原更加出彩、中部地区崛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作出更
大贡献。

用心讲好黄河故事

公园内的景观别具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