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目标

《规划》提出主要目
标：

到2025年，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结构调整深入推
进，绿色低碳发展和绿色生
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态系统
更加稳定，全社会生态文明
意识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初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迈
上新台阶，美丽郑州建设取
得明显进展。

到2035年，生态系统
全面优化、生态环境质量
优良、生态服务功能完善、
城乡生活品质优越、生态
经济绿色高效、生态文化
繁荣和谐、蓝天白云绿水
青山成为常态，基本满足
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
要，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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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郑州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全市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 1∶8，中心

城区建设460个社区公园和微公园（小游园），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郑州市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郑州。

关键词：生态保护

沿黄河南岸，东到中牟县狼城岗镇，西到巩义市康店
镇，南到连霍高速公路，北至黄河主河道中线，面积约
1200平方公里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
示范区。东至郑州花园口东107国道，西至郑云高速衔接
天伦大道（包括广武山），南至连霍高速公路衔接索须河
（以南岸线50米宽为界）接北四环，北至黄河主干道中线，
面积约210平方公里建设起步区。统筹优化生态、农业、
城镇空间，严守三条控制线，科学确定核心示范区保护开
发格局，建立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体系和布局
疏密有度、河城共荣的城镇空间体系。

持续清理河滩乱象，全面禁止黄河干流和一级支流沿
岸规定范围内各类违规建设，加快数字化生态保护监测平
台建设，常态化开展沿黄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治工作。提
升沿黄生态廊道建设，恢复黄河湿地生态功能，以保护恢
复自然湿地为核心，加快推进沿黄湿地公园群建设。

巩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成果，加快郊野公园—
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微公园（小游园）四级公园体系建
设，建成西流湖公园、青少年公园等 40个综合公园和专
类公园，在中心城区加快推进 460个社区公园和微公园
（小游园）建设，完成世纪公园、月季公园等 15个公园拆
围透绿和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到2025年，建成区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 14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7.5％，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3％以上。

中牟县、荥阳市、新郑市开展省级森林城市创建，登
封市、巩义市和新密市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2025年
底前，建成省级以上森林城市4个，建成市级以上森林特
色小镇6个、森林乡村200个。

关键词：绿色发展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完善“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建立动态
更新和调整机制。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
动不符合城市建设规划、行业发展规划、
生态环境功能定位或者涉及危险化学品
等环境风险大的重点污染企业退出城市
建成区。

推进区域产业优化升级，坚决遏制“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降低工业企业能耗，加
快现有过剩产能淘汰工作，持续排查整治

“散乱污”企业，加快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
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带动城市和产业用能
方式转变。

构建清洁高效能源体系，严控煤炭消
费总量，加快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深入推动工业、交通、建筑、公共
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增效，加强先进节能
技术、产品、设备应用，强化节能审查和监
察制度落实，提升用能管理能力，探索完善
区域能评制度。

建设绿色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大宗货
物“公转铁”，积极推动铁路专用线建设，加
快推进铁路专用线进企入园“653工程”；
开展国家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
创建工作，加快郑州省级城乡高效配送试
点建设，建立铁路外部集中输送、新能源车
内部配送的“外集内配”城市绿色配送体
系，推进建材、农副食品、轻工医药等生产
生活物资公铁联运；推动全市公共领域车
辆新能源化，加快充电设施建设，高速公路

服务区快充站实现全覆盖，50％的居住社
区具备充电条件，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
比例不低于1∶8。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研究制定郑州市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
动方案，明确达峰目标及路线图，确保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开展中长期碳中
和研究，积极参与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开
展低碳试点示范创建，培育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

关键词：环境改善

加强协同控制，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推进工业企业污染深度治理，重点建设郑
州经开区汽车产业园溶剂集中回收处置中
心、废活性炭集中再生中心、郑煤综机年产
4400台液压支架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培育
推动企业“梯度达标”，促进行业治理能力
治理水平整体升级。开展园区集群企业废
气治理，全面取缔露天和敞开式喷涂作业，
推动园区建设集中喷涂工程中心。巩固钢
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成效，按要求实

施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减少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排放，深入开展柴油货车污染防
治，加强大气面源污染综合整治，建立完善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动态更新机制，
针对不同治理水平和排放强度的工业企
业，科学精准分类施策，将重污染天气应急
减排措施落实到具体单位、具体企业、具体
工地、具体生产环节，实施更加精准的差异
化管控。

深化三水统筹，稳步提升水生态环

境。重点推动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持续深化水污染治理、保障河湖生态用水、
提升河湖生态修复能力4项任务。加快实
施郑州市圃田泽水循环工程，从贾鲁河下
游圃田泽提水向上游城区凤河、龙渠、潮
河、十八里河、十七里河、熊耳河和金水河
分水，增加城区河流生态流量。持续深化
落实河湖长制，完善“河长＋警长、河长＋
检察长、河长＋媒体”等管护机制，增强河
湖监管保护能力。以贾鲁河为重点积极

开展美丽河湖建设，以建促治，努力打造
一批河畅、湖清、岸绿、景美的河湖环境，
实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美
好愿景。

空气质量达标进程加快，PM2.5 年
均浓度降至 40 微克/立方米，基本消除
重污染天气；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基本消除，河湖水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
复；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局
部有所改善。

关键词：治理提升

推进城乡综合治理，改善城乡人居环
境。重点推动完善城乡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开展无废城市建
设、重视噪声振动污染防治等任务。

持续加快供热管网建设，依据现有集中
供暖资源和设施，深挖供暖潜力，推动富裕
供热能力向合理半径延伸，加快城镇集中供
热老旧管网改造。全面推进市区和各县

（市）建成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混错接
改造、破损管网修复，消除建成区生活污水
直排口。到2025年，郑州市城市建成区集
中供热普及率力争达到92％以上，各县（市）
建成区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85％以上。新
增污水管网260公里，郑州市区城镇生活污
水集中收集率大于90％，各县（市）城镇生活
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到70％。

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
农村垃圾、污水、厕所、散煤替代“四治行动”
和村容村貌提升工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完善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实施
农村河网水系连通工程。到2025年，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基本实现；建成
美丽乡村示范村500个、精品村100个，完

成357个新增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强化环境风险预警防控与应急，加强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提高辐射污染防治水
平，守牢环境安全底线。提升监管能力，健
全生态环境管理机制体系，发挥市场机制
激励作用，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服务能力，强
化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建设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

初夏的北龙湖湿地公园绿树成荫，市民漫步园中小道，看野花烂漫，听苇莺轻鸣，
尽享闲适生活。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郑州第二轮餐饮消费券今起发放
10时可领取

本报讯（记者 曹婷）继 6月 1
日首期餐饮消费券发放后，6月 8
日 10时，郑州第二轮餐饮消费券
发放活动再次来袭。本轮活动将
持续到 6月 15日，逾期未使用的
消费券将自动失效。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此
次餐饮消费券仍以电子消费券

形式发放，所有在郑人员（包括
外地来郑人员）通过“云闪付”
APP、“饿了么”APP、“郑好办”
APP 活动页面均可参与。活动
10 时开始，每个消费者可在每
个平台上申领 1 次。此次肯德
基、必胜客等众多餐饮企业将配
合活动开展，同步推出优惠让利

活动。
市商务局明确，活动严禁

以 虚 假 交 易 等 方 式 套 取 消 费
券，对有以上行为的单位和个
人，取消活动参与资格；涉嫌违
法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
时提醒消费者，注意配合做好
疫情防控。

为壮大我市绿色货运配送市场主体，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绿色高效现代物流体系，早日达成3万
辆绿色货运配送车辆的目标，我市交通部门出台多项政策鼓励物流运输企业尽快淘汰燃油车更新
为新能源电动车。图为6月7日，10辆解放JH6领航版LNG清洁能源牵引车交付我市物流企业。

本报记者 张倩 摄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办公室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

（2022年115号）

为做好我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保障广大市民身体健康
与生命安全，现就调整疫情防控措施通告如下：

1.市外入郑人员须登录“豫事办”APP或“郑好办”APP进行报
备，必要时配合疫情防控部门落实信息排查、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
措施。

2.第一入境点解除 14天集中隔离后的来（返）郑人员，入郑后落
实7天居家健康监测措施。

3.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属县市（区）来（返）郑人员，入郑后落实“7+
3”措施，即 7天集中隔离加 3天居家健康监测。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地市的其他县市（区）来（返）郑人员，入郑需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落地后 24小时内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之后落实我市常态化
核酸检测要求。

4.其他低风险地区来（返）郑人员，入郑时查验健康码、行程码，
入郑后落实我市常态化核酸检测措施。

5.发生本土疫情但没有划定中高风险地区，且近期新增感染者
较多的区域来（返）郑人员，参照落实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来
（返）郑人员措施。

6.自 6月 8日零时起，发生疫情的地区，如高校校园内无疫情，
且学生在校内已经完成 7天以上的封闭管理，持本校开具的返乡证
明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郑后落实 7天居家健康监测
措施。

7.宴会超过 50 人的，主办方需制定疫情防控方案，承办企业
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参加人员均为本市内的，人数上限不
作硬性规定。参加人员有市外的，承办企业应提醒其落实我市
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入场前本人应提供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

8.各类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要守好场所码查验关口，逢进
必扫、扫码必验、验码必严，从严从实推进“48 小时常态化核酸检
测+场所码”联动核查。工作人员要主动为不会扫码的老人、幼儿
等提供帮助。

以上措施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动态调整。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6月7日

全省麦收近九成
夏播面积已过半

（上接一版）抓结构优化方面，重点抓好 100万亩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任务落实，指导各地逐户与承担任务的经营主体签订
协议，帮助他们搞好机械购置、改装，备足农机、种子等生产资
料，并做好面积核查，及时兑付补贴资金，确保种足、种好；引导
农民稳定花生生产，积极发展高油酸花生，推进规模化种植和订
单生产。抓播种质量方面，发挥农机作业优势，组织农民抢时早
播，收一块、种一块，能早播一天是一天；指导农民选用优良品
种，大力推广玉米种肥同播、水稻机械化插秧等技术措施，提高
播种质量。

抓好夏管，早管细管。省里已经制定印发秋粮生产管理、科
学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意见，指导各地分作物制定秋粮生产
管理技术手册。组织18个专家组和农技人员，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分类搞好夏播秋作物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指导农民
及时开展查苗补种、浇水施肥，确保苗齐苗匀苗壮。坚持抗旱防
涝两手抓，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会商，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
做好防灾减灾物资和技术准备，科学防灾、抗灾、救灾。继续实行
秋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信息周报制度，确保生产安全。

截至 6 月 7 日，全省夏播面积 4669 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50.8%。其中，粮食作物已播3455万亩（玉米2825万亩、水稻425
万亩、大豆83万亩），花生已播817万亩，瓜菜已播330万亩。

全市开发区优化
整合基本完成

我市召开推进会对下一步工作再部署

（上接一版）真正把懂产业、懂经济、懂发展、能干事、干成事、不
出事的干部选准用好，加快推动管理机构设立到位。要进一步
研究细化本地实施方案，尽快梳理确定具体剥离事项，提出时间
表、路线图，加快社会管理职能有序剥离。要坚持专业化、市场
化、国际化方向，科学划定管委会和运营公司的职责范围和任务
分工，加快推进开发区运营模式创新。要坚持“以岗定薪、优绩
优酬”原则，加快建立有利于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要科学编制
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坚持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的路子，加
大技术、资金、人力等关键要素投入，加快推动开发区扩区调规。

会上，市发改委、市委组织部、市委改革办、市委编办等单位
通报了工作推进情况，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进行交流发言。

市委“7·20”特大暴雨灾害问题
整改情况专项巡察进驻14家单位

公布举报方式

（上接一版）将按规定转相关部门处理。受理信访时间为工作日
工作时间：8:30~12:00、14:30~18:00，受理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6月 27日。

欢迎被巡察单位和社会各界对巡察工作和巡察干部进行监
督。监督电话分别是：市纪委监委监督举报电话0371-12388；
市委组织部监督举报电话0371-12380。

市委第一巡察组组长：冯忠信，副组长：杨军、冯金章，巡察
巩义市委、荥阳市委。值班电话：0371-64310307（巩义）、
0371-85296258（荥阳），接收短信手机：18736084418，电子邮
箱：zzswdiyixcz@126.com，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86专
用邮政信箱。

市委第二巡察组组长：李斌，副组长：丁占清、尚学森，巡察
郑东新区党工委、金水区委。值班电话：0371-56582939，接收
短信手机：16638115995，电子邮箱：zzswdierxcz@126.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87专用邮政信箱。

市委第三巡察组组长：袁葆林，副组长：靳寒冰、李同武，巡
察二七区委、新密市委。值班电话：0371-67138088（二七）、
0371-69996288（新密），接收短信手机：18739914305，电子邮
箱：zzswdisanxcz@126.com，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 A488
号专用邮政信箱。

市委第四巡察组组长：高志，副组长：马雷，巡察市城管局党
组（市城市防汛办公室）、市水利局党组（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
抗旱办公室）。值班电话：0371-61738063，接收短信手机：
15238347321，电子邮箱：zzswdisixcz@126.com，邮政信箱：
河南省郑州市A489号专用邮政信箱。

市委第五巡察组组长：郭秋丽，副组长：郜立勇，巡察市应急
管理局党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组。值班电话：13513716157，接收短信手机：13513716157，
电子邮箱：zzswdiwuxcz@126.com，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
A490号专用邮政信箱。

市委第六巡察组组长：吴蔚，副组长：宋景芳，巡察市公安局
党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城乡建设局党组。值班电
话：0371-61738037，接收短信手机：15515875405，电子邮箱：
zzswdiliuxcz@126.com，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91号专
用邮政信箱。

市委第七巡察组组长：韩定乾，副组长：杨庆利，巡察市交通局
党组、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值班电话：0371-55117666，
接收短信手机：18638647579，电子邮箱：zzswdiqixcz@126.
com，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92号专用邮政信箱。

从运载火箭到飞船对接空间站，有众多
科技企业保驾护航——

助力“神十四”飞天，
这些“郑州造”来了解下
（上接一版）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空间站建设是今年中国航天

一项重大任务，每一个细节都关系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此次发射，
该公司为飞船提供近三分之二电连接器。其中，明星产品——舱
外对接电连接器，安装在飞船与“天和”核心舱的对接机构电路浮
动断接器上，承担动力、控制和通信信号传输的重要使命。

“太空环境下，飞船所用舱外对接电连接器不仅要适应空间
环境，还要经受住空间飞行的各种考验，才能确保信号准确传
输。这就需要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到零件加工、产品装配，
再到试验检测、交付使用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把质量关，强化过
程控制，做到精益求精，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该负责人说。

另外，此次“神舟”发射，郑州航天电子公司还为飞船提供了
分离信号装置，承担着神舟飞船“返回舱”与“推进舱”能否成功
分离的重要使命，确保航天员离开空间站后，乘坐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安全返回地球。

发射准备阶段，该公司为长征二号 F火箭提供的垂直度调
整设备，相当于为火箭安装一个“准星”，确保火箭以最佳姿态发
射；提供的航天员舱外服电缆，确保在空间站出舱环境下，航天
员人身安全和太空活动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