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整社区”创新基层治理体系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指
出，“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不仅是一项环
境建设工程，更是一项社会治理提升工
程。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有机更新的
重要环节，要变简单的物理更新为治理
提升，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完善社区治
理水平。

按照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
的理念，登封积极完善社区管理机制，打
造扁平化的治理体系。

推动管理执法力量下沉社区。树立
“大城管”理念，将市场监管、公安、应急、
自然资源、司法等部门人员直接下沉到社
区，参与社区治理，查处私搭乱建，协助开
展环境整治，既扩大了管理覆盖面，又提
升了执法速度和成效。

三方联席会化解邻里纠纷。5月 27
日上午，迎仙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辖区
物资局家属院的居民举行了一次调解会，
通过耐心细致的调节会谈，顺利化解了由
楼院改造施工引发的纠纷。嵩阳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焦菲菲表示，社区经常召开三
方联席会，党组织引领，物业公司、业主代
表共同参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回应群

众诉求。
完善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和服务。推

进专业化物业管理全覆盖，社区人员与物
业公司交叉任职，鼓励物业公司发展线上
线下社区服务业。过去脏乱差的老旧家
属院、无主管楼如今变得井然有序。

“社区建设和管理是居民大伙的事，
大伙的事大伙商量着办”。社区充分发挥
老党员、属地机关单位党建联盟作用，依
托党员活动日等载体，推出文明志愿岗、
支部包楼院等措施，推进美好环境与幸福
生活共同缔造活动，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
设和事务管理，促进居民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

社区品质决定着城市品质，社区服务
彰显城市温度。登封市委负责人表示，通
过完整社区建设实践，登封市社区建设质
量、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进一
步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已
具雏形。按照计划，登封市今年将建成完
整社区 10 个，2023 年底 44 个社区全部
完成建设，努力把登封打造成全国完整居
住社区建设示范县（市）。

“完整社区”便民服务功能明显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城乡社区组
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
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
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
心的港湾。在建设完整的社区物理空间
的同时，登封市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完备的服务。

改变过去社区范围大、工作人员少
的“小马拉大车”问题,登封市公开招聘
240 名社区工作者，强化上升通道和工
资保障，引导他们向正规化、职业化方向
转变。

建设、改造党群服务中心时，尽可能
压缩办公区域，把更大空间留给群众。

七星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刘慧娟向记者
介绍：“我们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总面积
1200多平方米，文化活动室、老年照料中
心、未成年活动室、康复保健室、医疗卫生
室，一应俱全。”记者采访时，离退休老人正
在多功能室排练豫剧，庆祝建党100周年。

记者在七星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
到一本《便民服务事项办理流本》，详细记
录着生育服务、高龄津贴、低保、技能培
训、医疗保险等几十项服务的办理流程。
刘慧娟告诉记者：“起初市民都以为社区
只会盖章、出证明，后来发现能办很多事
情。现在，我们成了群众眼里的百事通，
遇到事首先想着来社区。”

“完整社区”硬件设施“完整”起来

与嵩阳街道一样，登封市其他街道的
完整社区建设也同步展开，每个完整社区
都要求做到“七个一”：一个综合服务站、
一个卫生服务站、一个幼儿园、一个托儿
所、一个老年服务站、一片室外活动场地、
一片公共绿地，并实现停车及充电、市政、
环卫、无障碍设施和慢行系统等五个方面
达标。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民营企业自
愿捐献的，有老旧机关办公用房改造的，
有新建小区配套的”，尚学阁告诉记者，目
前，登封市区 44个社区都有了自己的服
务阵地。

大力实施“道路更新、游园建设、老旧

小区改造、停车场建设、拆墙透绿”五大配
套工程。通过开放沿街单位停车场、新建
停车场等，该市统筹建设智慧停车场 98
处、大型潮汐停车 20处，新增停车位 2.5
万个。

变单纯的“道路改造”为“街道改造”，
依路扩绿、以绿连园、以园显山，推进花园
街巷建设，梳理打通断头路 200余条，疏
通街区内部巷道微循环。

傍晚时分，市民纷纷来到明月-慧动
公园，或徜徉漫步，或骑上动感单车锻炼
健身，这是迎仙阁社区利用沿街单位拆墙
透绿建成的新公园，很快就成了附近居民
的打卡地。

（上接一版）

疫情防控经验启发“完整社区”建设

“原来的社区规模大、人口多，边界
犬牙交错，既不方便管理，也不方便群
众办事。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以城市道
路为边界，对原有 社 区 进 行 了 重 新 调
整 ，管 理 起 来 非 常 方 便 ，这 给 我 们 很
大启发”，登封市委社治委常务副主任
尚学阁说，登封及时总结疫情防控经
验，以城市干道为边界，以老年人、儿童
步行 5~10 分钟的距离为标准，统筹考

虑人口规模、空间边界、服务半径等因
素，将城区原来的 20 个社区重新细化
为 44 个 ，每 个 社 区 人 口 最 多 不 超 过
12000 人，对应 15分钟生活圈。坚持党
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突出“共
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理念，明晰
社区“管理、服务、保障、教育、安全稳
定”五项职责，以城市思维建设、治理城
市社区，探索打造完整居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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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三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书写在广袤中原
大地上的郑州答卷

让群众在自家社区享受
完备服务和美好环境

登封市嵩阳街道七星街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功
能室排练豫剧曲目。 郑报全媒体记者 黄余洋 摄

（上接一版）
老鸦陈、固城村……我们走过解放郑州战役的

战场所在地，经过一阵隆隆炮火和滚滚硝烟过后，
1948年 10月，郑州解放，随后便如凤凰涅槃，获得
新生。

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让黄河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邙山提灌站，这个郑州人民的昔日
供水“生命线”，如今已是风景独好的城市后花园。

任长霞、常香玉、王百姓、李建英的故事，至今
让我们骄傲、敬仰。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场”上挥洒汗水的一线
党员，以赤心诠释初心、以实干展现担当，为全省、
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着“郑州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社区工
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他们在关键时
刻冲得上去，在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用行动彰显了
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一次次重温他们的故事，一次次的热泪盈眶。
在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从零星到燎原,从坚

韧小草到参天大树，从一叶扁舟到巍巍巨轮，建党百年
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故事，是一部部恢宏的历史巨献。

那些曾为伟大理想、保卫城市、爱岗敬业而慷慨
许身的英雄们，他们书写了一幅幅激越沉雄的历史
画卷，伫立起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他们用行动撑
起了这座城市的铮铮脊梁，铺就了发展的块块基石。

那些远去的故事、那些淡去的呐喊、那些逝去
的身影、那永远迎风舒展的五星红旗，在这片黄土
地上，被一代代郑州人传唱着、铭记着、继承着、发
扬着。

百年巨变。滚滚黄河依然是奔涌向东，而无数
先烈和一代代郑州人民守护的建设的家园，已是欣
欣向荣。

风雨中驰而不息
奋斗中砥砺前行

世纪巨变。
回望这座城市上发生过的红色故事，是为了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站在
烈士碑前，是为了告诉他们，如今的郑州，恰如他们
所愿——

“二七大罢工”的时候，工人们的愿望，仅仅是“劳
有所得”；杨靖宇将军牺牲的时候，敌人剖开他的肚
子，不曾找到一粒粮食，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

而今，郑州已从一片阡陌农田的“郑县”中崛
起，蝶变为一座现代化新城。时间的如椽大笔，在
这里书写着神奇篇章——

郑州更强大了——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初期，
郑州全市生产总值不足亿元，人口仅有230.9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只有 41元。数十年来，令人鼓舞的
高亢音符与这座城市的发展一路相伴——2003年
生产总值首破千亿，2006年突破2000亿，之后以两
年一个千亿台阶的速度快速跃升：2008破 3000亿，
2010年4000亿，2012年5000亿，2013年突破6000
亿。2015年以后，更是一年一个千亿台阶，2018年郑
州成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常住人口破千万、
人均生产总值破 10万“三大突破”。刚刚过去的
2020年，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

郑州更繁华了——从数百万人到千万人口，郑
州彰显着吸引力和包容度，目前，郑州常住人口达
1260.1万人，常住人口总量居全国城市第 10位，比
第六次人口普查前移11位，居中部城市第1位。

郑州人更自豪了——国家中心城市、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赋予河南郑州；特大城
市、新一线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 20强等荣誉嘉奖郑
州……拥有超百亿级企业 13家、智能手机约占全
球 1/7、宇通客车产量约占全球 1/8、速冻食品占全
国市场的比重超过60%……

曙光升腾，万物生长。
风雨中驰而不息，奋斗中砥砺前行，一百年来，

郑州这片土地上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河南省委
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千万郑州人民以
更大勇气和智慧，把成就写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

春潮拍岸千帆进
大鹏一跃腾空起

有两个人和“天空”有关：常香玉，用她义演所
得的 15亿 270万元（人民币旧币）购买飞机捐献给
中国人民志愿军；李建英，为了不给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而放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而今，郑州上空这片湛蓝的天空上，航班络绎
不绝。郑州，已然成为引领中部、服务全国、辐射全
球的空中经济廊道。

如今的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航空客货运规模已
经坐上中部地区的头把交椅。苹果手机、法国赛马、
欧洲的鲜花、新鲜海产品、大中型动物……或从这里
起飞，或在这里落地，与世界各地的往来频繁紧密。

2014 年郑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架
起横贯中欧的“空中丝绸之路”。7年来，这条“空中
丝路”越飞越广，引进全货航公司8家，新开航线17
条、通航城市21个。2017年以来，郑州机场客货运
规模始终稳居“双第一”。

不仅仅是天空中的“外联”，陆地上，凭借时效
快、全天候、分段运输的优势，中欧班列已逐渐成为
国际物流陆路运输的“黄金通道”。目前，中欧班列
（郑州）集疏网络覆盖 30多个国家 130多个城市，
境内外合作伙伴超6000家，构建了河南连通欧洲、
中亚和东盟及亚太（日韩等）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不沿边、不靠海的郑州，依托蓬勃发展的四条
丝路，郑州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崛起为中西部
地区开放新高地。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时候，郑州便因
为铁路交通优势登上历史舞台。而今，这一优势再
次凸显——

如今的郑州，已经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全国
12个最高等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全国普通
铁路和高速铁路网中唯一的“双十字”中心、全国唯
一的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米”字形高铁基本形
成，两小时高铁圈覆盖国内 4 亿人口的生活和消
费，两小时航空圈覆盖全国 90%以上人口和市场，
轨道交通运营及在建里程突破300公里……

百年前，郑州的进出口数字一片空白，2020
年，在疫情冲击下，郑州进出口逆势上扬，进出口值
完成4946.4亿元，增长19.7%。

数字记录的，正是一座内陆城市加速融入全
球、跻身世界经济版图的持续探索和努力。

今天的郑州，日益走近舞台中央，郑州的大门
越开越大，一代代郑州人，把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
带上现代化轨道；把一个物资丰富的城市，带到更
多人面前；把这个饱经沧桑的中原，定格在我国复
兴的图景上。

步履铿锵写新篇
大河奔腾势如虹

数十年前，李大钊曾高声呼吁“青春之中华”，

方志敏曾慷慨书写“可爱的中国”，而今，郑州阔步

前行，书写着朝气蓬勃的“青春郑州”、创新创业的

“可爱郑州”、日子红红火火的“幸福郑州”……

海外留学回国的赵女士，选择在郑州创业安

家。“我是成都人，从海外回国后，我选择把郑州作

为我工作的主战场。”赵女士说，做出这个选择，一

是郑州国际航空货运的快速发展，十分契合她的创

业项目，二是郑州高铁十分便捷，郑州成都两地之

间“切换”十分方便。

除了交通优势的吸引，国际化、现代化生态化

的城市风貌、便捷舒适的居住和工作体验，也是留

住赵女士的软实力。

这是一个城市空间结构持续优化的郑州——

确立了“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联”城市功

能新布局，编制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 32

个核心板块开发，加快城市有机更新。

这 是 一 个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步 伐 不 断 加 快 的

郑州——仅仅“十三五”时期的五年间，郑州市建设

日新月异，城市风貌展现新风采，综合承载能力大

幅提升。市域建成区面积由 744.77平方公里扩大

至 1200平方公里左右。轨道交通由线成网，运营

里程达 206 公里。所有行政村实现公路“双通”。

90%以上市民喝上丹江水。新建绿地 8755万平方
米，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1.2%。

这是一个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的郑州——2020
年，全市“一环十横十纵”城市道路改造试验段及一
期工程全面完工；整治提升老旧小区 1374个；建成
公园、微公园、小游园 400个，新增绿地 2813万平
方米；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基本建成，全
年向城区调引生态水3.7亿立方米。

这是一个百姓办事越来越便捷、营商环境越来
越优化的郑州——小微企业“11000”极简办电模
式、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等经验做
法得到全国复制推广，成功晋级全球营商环境友好
城市 100强；实现 2110项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
占比 90%；1756项“一次不用跑”、占比 80%；依托
政务服务网、“郑好办”上线政务服务、便民服务事
项544项……

站在郑州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下，站在解放郑州
战役的原址上，凝望着豫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老房
子，我们想要告诉那些为这座城市而牺牲的英雄
们：你们信仰的理想正在慢慢实现，你们开创的事
业仍在继续，你们书写的历史将由我们一代代郑州
人民继续书写下去！

红旗漫卷美如画
新征程上再出发

百年筚路蓝缕，百年赓续奋斗。
如今，在这片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

之长眠的中原大地上，处处花开烂漫、生机勃勃。
1260万郑州人民正意气风发地走在新时代的康庄
大道上。

新的时代，给予郑州人民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担当——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指

出，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

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

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首次将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一样，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号角吹响了，红旗招展着——
郑州明确了“十四五”时期郑州发展的目标路

径：永葆“领”的担当、“创”的精神、“闯”的劲头，抓
实“一二三四五”目标路径，在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新征程上奋勇争先、更加出彩。

围绕“国家使命、黄河战略、郑州作为”主题，郑

州已编制形成“1+1+1+N”规划方案体系：即“一个

报告”郑州建设核心示范区重大战略研究报告，“一

个规划”核心示范区总体发展规划，“一个方案”核

心示范区起步区建设方案，以及文化博物旅游、生

态综合治理、防洪与水资源、交通工程及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 20个三年行动计划、

年度工作方案或专项规划。

阔步前行中，我们总不会忘了回头望——

那些红色的城市记忆，是为解放郑州、发展郑

州、建设郑州而努力的英雄们的铮铮誓言；是一代

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民族复兴和人

民幸福甘愿牺牲的壮丽故事；是红旗漫卷、高歌前

行的奋斗征程——

从二七纪念塔、郑州烈士陵园，到伫立起的

“大玉米”、CCD；从纪念碑上刻着名字的英雄先

烈到一代代书写时代传奇的郑州人民；从脱贫

攻坚路上沾满泥土的双脚到中原科技城引领科

技前沿……红色征程，波澜壮阔；红色精神，光
照未来。

百年芳华，百年征程。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

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

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是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在燎原，也必将

燎原。

如今的郑州如今的郑州，，环境优美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宜居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