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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经济回稳向好态势持续拓展

1月30日，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郑州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0年，全市坚定扛起“三个在”和“龙头高高扬起来”的职责使命，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回稳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拓展。初步核算，全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7%，“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总体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2021年，全市
将实施8个方面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四五”开门红。

1 月 30 日，
郑州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书面听
取了关于郑州市

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2020年钱
花在了哪儿、2021年的钱又将如何
花？报告给出了全面解答。

钱花在了哪儿

2020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259.2亿元，增长 3%。其中：税收收
入完成 870.1亿元，下降 2.6%，占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 69.1%。非税收入完成
389.1亿元，增长 18.1%。

全 市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完 成
1721.3亿元，下降 9.9%。其中：教育、社会
保障、医疗等民生支出完成 1282.9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4.5%。

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持久
战，夯实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基础。拨付疫
情防控资金27.7亿元，其中，市第一人民医
院传染病医院（岐伯山医院）建设资金 1.3
亿元。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1~11月，
全市新增减税 124.2 亿元。1~12月，减免
社保费 130.2 亿元。实行房租“两免三减”
政策，累计为全市 1288家中小微企业减免
房租 5016.8 万元。设立总规模 15亿元的
中小企业应急转贷周转资金，累计投放资
金 23.2亿元，服务中小企业 166家，节约融
资成本5229万元。

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有效
发挥财政资金带动效应。争取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 218.1 亿元，占全省债券额度的
11.8%。设立智能制造、科技创新、大数据
等 3个领域 90亿元额度专项产业子基金，
设立航空港区、巩义市总规模 350亿元区
域子基金，支持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发展。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打赢打
好三大攻坚战。安排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6.3 亿元，助力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
贫。拨付各类生态环保资金 142.3 亿元，
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防范化解
债务风险。

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安排资金
9.7 亿元，支持重大科技专项、科技型企业
科技研发补贴、科技平台建设、高新技术企
业奖补。拨付资金11.4亿元，支持实施“智
汇郑州·1125 聚才计划”。累计拨付资金
29亿元，全力支持制造业发展。支持对外
开放战略实施。安排资金 18亿元，支持机
场三期扩建工程北货运区及飞行区配套工
程建设。支持高品质城市建设。拨付资金
50亿元，支持轨道交通 4号线、7号线一期
等10条地铁线路建设。

加大民生投入，增进人民福祉。全市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1.6亿元，支持高校
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退役军人
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全市教育支出
240.6 亿元，支持建设人民满意的“美好
教育”。

报告摘编

成就一
抗疫精准应对经济快速回稳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仅
用 10 天时间建成岐伯山医院，组建
5788 人的五级医疗梯队，219 名医疗
队员驰援武汉、湖北、新疆。作为第一
入境点，承接国际航班208架次 32235
人在郑医学观察。在全国率先形成

“四位一体”的健康码智能管理体系，
排查重点人员数据 4.15亿条。在全省
率先建立冷链食品追溯系统“郑冷
链 ”，累 计 检 测 进 口 冷 链 食 品 样 本
50093份、贴溯源码166万余张。

复工复产推进有序有力有效。创
新开展“三送一强”活动，及时出台促
进经济平稳发展 30条、促消费增活力
稳增长10条、为民造福10条等系列政
策举措，仅用3个月时间实现全市复工
率、用工率均达 100%。经济运行呈现
稳步恢复态势。

成就二
重大战略落地见效

黄河战略启动实施。编制了郑州
建设核心示范区重大战略研究、总体
发展规划、起步区建设方案，制定了防
洪工程与水资源等系列三年行动计划
和年度专项方案。启动了邙岭森林生
态、低滩湿地生态、中高滩休闲生态

“三大生态保护”工程，完成沿黄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点位 1800 多
个。95 项重点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
640亿元。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稳步推进。高
标准实施高质量发展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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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32个核心板块
建设有序推进。

“1+4”郑州都市圈合作发展不断
深入。不断加强与开封、新乡、焦作、
许昌等城市联动发展，突出项目化带
动，着力推动综合交通互联互通、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合作共享互惠共担三
项工程落实，郑州都市圈交通、生态等
专项规划获批。

成就三
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以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一号”产
业为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达到
38.8%、提高 8.1 个百分点。六大主导
产业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贡献率达
84.7%，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
比重提升至33.3%，六大高耗能产业比
重降至26.2%、降低0.4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新增
4 家 上 市 公 司 ，占 全 省 新 增 总 数 的
44%。郑商所上市交易期货期权品种
累计达 28 个，居国内商品交易所首
位。金融业增加值完成 1302.9 亿元，
增长4.1%。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显著。新
建高标准农田 3.1万亩、“菜篮子”生产
示范基地6000亩。

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总投资
846.7 亿元的 79个新基建重点项目开
建。5G基站实现市区、县城全覆盖。

成就四
人居环境品质明显提升

“两纵两横两环”快速路网系统基
本形成，城市快速路里程达 252公里。
全市地铁累计运营7条线路，运营里程
达到206公里，运营里程由“十三五”初
的全国第 22位跃升至第 12位。新建
公共停车泊位 5.9万个，施划夜间限时
停车泊位 10.9万个。整治提升老旧小
区 1374 个，惠及居民 22.8 万户，加装
电梯 193部，居全省首位。建成公园、
微公园、小游园400个，新建绿地2813
万平方米，城市生态更加宜居。乡村
振兴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成就五
发展动能不断积蓄

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四条丝路”
协同发展，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140.7万人次，居全国11位；货邮吞吐
量 64万吨，增长 22.5%，居全国大型机
场首位，货运规模入列全国六强；中欧
班列（郑州）开行 1126 班，同比增长
13%。E 贸易辐射 19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海铁联运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以上。“五区联动”优势提升，自贸
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
全国复制推广，航空口岸“7×24小时”
通关模式全面实施。全市进出口总额
完成4800亿元，增长16%。

科创实力不断提升。新建省级及
以上研发平台 137家。新增国家级众
创空间11家。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870家，增长 42%，新培育科技型企业
1861 家。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郑好
办”已上线“一件事”和公民、企业办事
高频事项554项。

成就六
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效。贫困
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主城区年优良天数230天，比
上年增加 53天，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退
出全国168城市后 20位。重点领域风
险有效防控。

成就七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全年全市民生支出 1282.9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4.5%，12 项
市级重点民生实事全面完成。全市完
成新增城镇就业 14万人，农村劳动力
新增转移就业 4.6万人，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就业 2.04 万人，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13 亿元。全市新增公办幼儿园
241 所、公办学位占比 55.9%，普惠率
81.85%。市区中小学校新建、改扩建
项目开工34所，投入使用 30所。建成
62家政府主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4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达
到国家标准。

新增养老机构 10家、城乡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120家，新增养老托老床位
3600 多张。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 6.9
万套，基本建成 11.8万套，公租房分配
7848套，建成青年人才公寓5078套。

重点一
着力迈好融入双循环“第一步”

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
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扩大“两新一重”领
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放宽民间投
资准入门槛，抓好 915个省市重点项目
建设，确保完成投资4650亿元以上。

全面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推动传统
消费提质，支持实体商贸企业数字化改
造，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集群发展。

推动外贸提质促稳。支持本土外贸
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引进贸易型进出口
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打造一批国家
和省级外贸出口基地。

提高经济循环效率。构建“枢纽+通
道+网络+平台+主体”的“五位一体”物流
业发展体系。规划“2437+N”现代物流枢
纽布局，加快建设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和
郑州万邦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重点二
着力打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区域增长极

推进黄河国家战略落地见效。推进
黄河国家战略“1+1+1+N”规划方案落
地实施，加快推进“两路、三馆、四园”等
重点项目建设，高标准打造“两区、三带”
发展格局。

推进“1+4”郑州都市圈协同发展。
深度推进郑开同城化，规划建设郑开同
城化先行示范区，积极推进郑许、郑新、
郑焦一体化发展。

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新郑
加快全省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建
设，落实赋予新郑市156项市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重点三：
着力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建省级
及以上创新平台100家。力争引进培育
新型研发机构 5家。力争技术合同交易
额超过240亿元。力争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 1000家、科技型企业 1500家。落实

“黄河人才计划”，实施“郑州市创业创新
团队引进计划”。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壮大5G、
物联网、网络安全等数字核心产业。建
成5G基站2.4万个。

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力争主导
产业占工业比重达到 80%左右。战略
性新兴产业比重达到 30%左右。全年
推进500个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全年力
争建成 5家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和“工业大脑”。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一批大
型冷链物流集成商和货运货代重点企
业，力争实现A级物流企业达到106家。

重点四
着力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加快打造国际交通枢纽门户。建成
高铁南站、郑济高铁河南段，郑许市域铁
路郑州段实现轨通。持续推进机场三期
扩建工程中北货运区工程和中国邮政郑
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项目建设。

继续拓展开放载体。完善“一站式”
快捷大通关服务体系，逐步推行“7×24”

小时通关或预约通关服务。
持续提高开放能级。推进卢货航亚

太地区分拨中心项目建设。加快中欧班
列郑州集结中心智慧场站管理平台等 3
个示范项目建设，力争中欧班列（郑州）
开行 1500班以上。海铁联运集装箱增
长10%以上。

全方位深化对外合作。开发区引进
30亿元以上、区县（市）引进 10亿元以
上项目均不少于2个。

重点五
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

以32个核心板块开发建设构建分布
式、多中心、网格化城市格局，持续优化城
乡结构、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以
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建设安全、整洁、有序、智能的城市。

全年打通断头路 65条。环城货运
通道上半年具备通车条件。发展天然气
用户 9万户，新建改造燃气管网 100公
里；新增集中供热入网面积 500万平方
米。新建公共停车泊位 5万个以上。确
保2000年前的 1992个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实现大头落地。建成区居民生活垃圾
分类覆盖率不低于97%。新建绿地500
万平方米，新建公园、游园 100个，新建
5000 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公园 20个，开
工建设14条生态廊道。

重点六
全面深化改革攻坚

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依托“郑
好办”新增政务服务网便民利企高频事
项300项以上。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加快实施国企改革。推动重点领域
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全市规划一盘棋、
一张网、一张图，完善分类、分层、全流程
规划管理机制。

重点七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12万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万人，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
内。建成郑州市传染病应急检测中心，
完成 8家县级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全
面完成100家政府主导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设。市区新建、改扩建20所中小学
校，市区新投用中小学校 30所，新增学
位 2.7万个；年内开工 9所高中。新增养
老床位3000张。全年新开工安置房1.5
万套，建成安置房 4 万套，分配公租房
7000套，回迁安置群众 10万人；青年人
才公寓建设确保年底前完工3098套。

重点八
着力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

全面落实“防输入、防散发、防反弹”
要求，实现闭环管理零缺陷、病毒消杀零
死角、核酸检测零遗漏、高危食品零失
控、从业人员零感染“五个零”目标，确保
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向好。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着力稳定经济运行。防范
化解各类经济社会风险。

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

年 钱将重点花在这些方面

2021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322.3 亿元，增长
5%；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1695.9亿元，增长4.5%。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安排资金 30.7亿元，支持改革完善
科技投入体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安排资金 37.1亿元，加快发展
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促进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推进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安排资金 19.5亿元，支持打
造国际交通枢纽门户、对外开放体系高地、参与国际合作高地

“一门户、两高地”，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城市高品质建设和管理。安排资金 124亿元，支持

优化空间结构和基础设施，发挥城市后发优势，高水平把郑州
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

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安排资金 18.8亿元，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支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体系。

高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安排资金 146.4 亿元，加强
基本民生保障，着力解决结构性民生问题，实施普惠性民生
工程，扎实办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民生
实事。

支持重点领域补短板。聚焦生态环保、风险防控等重点
领域，安排资金 71.5亿元，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抓好污染
防治，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其他重点支出。安排资金2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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