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不改凌云志 “三个二七”迈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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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二七塔的钟声划破宁静，城市道路车水马龙；条条大道纵横交错、幢幢高楼鳞次栉比、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入夜，遍地生花的夜经济，流光溢彩，
烟火升腾……盛夏时节的二七区，目光所及，万物蓬勃、气象万千。

近几年，二七的发展极不容易也极不寻常，有百年变局、世纪疫情的交织叠加，也有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负重转型，更有破与立的蓄势聚能、稳与进
的坚韧步伐、质与量的全面提升。再次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二七区紧密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大力开展“工作有标杆、落实有标准、突破有标志”的
“三标”活动，全面对接“十大战略”，深化打造“三个二七”、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用拼搏实干、超常付出书写坚毅答卷。

奋进争先立潮头
实干担当开新局

一切辉煌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
伟大事业都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今后五年，二七区将锚定“两个确保”“十大
战略”，以全面开展“三标”活动为遵循，聚焦建
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深耕“品质二
七、田园二七、温暖二七”，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改革创新引领区、中优功能核心区、西
美风貌展示区、美好生活样板区、社会治理先行
区，奋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更高品质城市建
设、更高颜值生态塑造、更高标准文化繁荣、更
高效能社会治理、更高水平民生改善。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二七区将统筹抓
好以下九个方面重点工作——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推进项目建设、
增强招商引资实效、充分释放消费潜能、扎实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强化创新驱动，充分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坚持“链”式发展，推进产业集群发展、推动产
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
解难题促发展增活力；推进高品质城市建设，
完善提升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城市品质，加快
建设智慧城市，打造宜居韧性智能城市；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提升“田园二
七”发展质效；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民生问
题，持续深化“温暖二七”建设，推进更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全面推进美好教育、大力发展养
老事业、加强文化体育健康惠民、健全完善社
会保障。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恢复重建项
目，修复提升受灾基础设施，完善应急体系，建
设全面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雄关漫道；凯歌而上；风正潮涌，破浪前行。
高质量打造“三个二七”，建设现代化国际

化生态化新城区，二七区，整装待发，逐浪扬帆！

【温暖二七】真情书写为民初心实干厚积“民生温度”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二七区持续加
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以“温暖二
七”为载体，办成了一大批深受群众欢迎、
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受益群众达
42.8万人，荣获“中华慈善大奖”等荣誉，用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铺陈
温暖底色。

高质量办好重点民生实事，五年来财
政民生支出累计158.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比例稳定在 70%以上。居民养老、
医保、低保等基本社会保险和救助体系更
加健全，城乡低保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740
元，增幅 23.3%。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
10.89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 到 48381 元、29917 元 。 分 配 公 租 房
15957套，新居民住房困难得到缓解。

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建成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115处 8.2
万平方米，覆盖 92%的城市社区。完成 4
家区属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新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3家，蝉联“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坚持美好生活从美好教育开
始，新增公办幼儿园 23所，普惠幼儿园覆
盖率93.6%；新投用中小学31所，增加学位
4.63 万个，义务教育大班额基本消除。深

化“名校托管、一校多区”，打造了 19个教
育发展共同体；“双减”改革强力推进，午餐
供餐和课后延时服务实现城乡全覆盖。把
解决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质
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让更多
年轻人选择二七、留在二七、建设二七。

“放管服”和“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改
革跑出“二七加速度”，全区 1170个事项实
现“不见面审批”，即办事项达 645项；承诺
时限比法定时限压缩 88.44%，年服务企业
和群众突破 244万人次。先后 3次代表郑
州市迎接国务院“放管服”调研督导，在全
省营商环境测评中，政务服务指标排名冲
入全省前八、市内五区第一。

“万人助万企”活动走深走实，出台一
揽子措施，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667个，新增
减税降费 5.4 亿元。全区各类市场主体突
破16万户，是 2017年的 10倍，市场活跃度
不断提升。

面对复杂严峻的多轮疫情大考，全区上
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党员干部、医护战士
逆行出征，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物业、保供人员连续作战；百万群
众化身“凡人英雄”，坚持“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大力支持核酸检测、流调溯源、封控管

理等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多轮疫
情，筑起了坚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尤其是今年5月份，为全力保障物资供
应，区委、区政府实施“四个一、两结合”工
作法（一个区域、一个网点、一个小组、一本
台账，采取“线上+线下”“自购+上门”相结
合的方式），设立 6部心理援助热线和网上
求助平台，设立临时生活必需品售卖点
1127 个，基层“摆渡人”负责末端“最后一
米”服务，确保物资供应到每一个最小封控
单元。在此过程中，涌现出无数拨动心弦
的暖心故事，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
雄赞曲。

面对从未遇到过的特大暴雨，二七区
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开展防汛抢险。洪
水退去，二七区成为郑州的重灾区之一，以
案促改、问题整改和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推
进，高标准打造城市“里子工程”，打造安全
韧性城市。截至目前，完工灾后恢复重建
项目 326 个、完成投资 9.6 亿元，大型生活
垃圾转运站、分拣中心的土建工程及配套
工程修复、新建环卫中转站项目修复、城镇
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项目已全部完工。城
乡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烟火气”回归
升腾。

【田园二七】全域统筹厚植生态提升山水宜居品质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
圃，把酒话桑麻。”饱含现代城市人对田园
诗意生活的向往。

6000余亩凤湖水库、10万亩生态涵养
林、百里樱桃沟，二七区凭借林水相依的自
然禀赋，构建城市西南生态屏障。同时，在
精准施策中大力推进全域美丽生态建设，
加快打造“琴棋书画诗酒花”的诗意栖居。

正值盛夏，芦村河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内，草木浓郁葱茏，芳香四溢。园区以二里
头环壕聚落遗址保护与展示为核心，依托
丘陵地貌和溢洪道，集遗址保护、文化科
普、生活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重现历史河谷
风光。用生态建设的方式保护遗址的同
时，也有着改善局部生态环境、科普教育的
意义。

生态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大业。二七区高品质推进二七华侨城、南
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等 30个重大生态项
目，五年来新增绿地919.26万平方米，国土
绿化 1280 亩、森林抚育 800 亩，新建生态
廊道 6条 48.2公里，建成公园游园 146个。
全域绿地总面积 7202.1 万平方米，田园区

植被总覆盖率达到 61.8%。尤其是高品质
建设近 400万平方米的金水河生态修复工
程、侯寨万亩森林公园等 15个重大项目，
总面积 1984.2 万平方米，建成后田园区植
被总覆盖率可达 70.2%。未来，风景如画、
设施完善的现代田园风貌，将成为二七区
最靓丽的名片之一。

行走中心城区，不时与绿意盎然的生
态廊道、游园、公园撞个满怀。二七区探索

“公园城市”融合发展之路，遵循“300米见
绿、500米见园”的原则，采取见缝插绿、拆
违还绿等形式，高标准建设城市公园游园，
为居民提供出门就可健身、可游憩的场地，
让绿意和美景点缀都市生活圈，并逐渐形
成了以生态廊道为支撑、以公园（游园）为
骨架、以微小景观为点缀，城在林中、林在
城中的生态体系。二七区连续三年荣获

“全市生态建设优秀集体”称号。
为让群众享受更多蓝天、碧水、净土，

二七举全区之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经济发展与大气污染防治双统筹的

“二七经验”在全国叫响，PM2.5、PM10等
指标持续下降，荣获省“十三五”污染防治

攻坚突出集体、市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
动计划集体三等功，连续六年获评全市大
气污染防治优秀单位。

全面落实“河长制”，建成区黑臭水体
全面消除，“四河两库一渠”水环境质量持
续提升，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尖岗水库
被推选为全国首批“最美水站”。

秀丽的风景、唯美的沟壑、晶莹剔透的
樱桃，是樱桃沟景区独特的标签。二七区
依托樱桃沟天然生态资源，建设美丽乡村、
活力乡村，推进乡村振兴。

历经汛情之后的樱桃沟涅槃新生，大
美乡村入眼来——惊险刺激的卡丁车、童
趣十足的奇幻王国，典雅古朴的瞻园，乐趣
无限。梦幻轰趴圣地，“科技＋美食”五方
科技馆，极具艺术内涵的樱桃美术馆，钓鱼
沟鱼香十九味……乡游 18景精彩纷呈，成
了市民娱乐休闲、亲子活动去处。

依托文旅康养、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产
业，樱桃沟 53个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 10
万元以上，“田园二七”荣获美丽中国建设优
秀案例，樱桃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四星级园区”。

【品质二七】
凝心聚力提升质效攻坚克难稳中求进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稳增长、调结构、惠
民生的重要支撑，事关发展后劲，事关大局和长远。

数据最能直观展示发展脉络。二七区坚持“项目
为王”，深入实施项目建设“奋力推进、全力攻坚、全
面决胜”主题行动，加强高质量项目谋划、招引、储备
和落地。五年来累计引进龙头产业项目 96 个、签约
额 2840 亿元，运作 770 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2600
亿元，省市重点项目开工率、完工率年均 100%，连续
7 年获评“郑州市重点项目建设先进单位”。2021 年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84.2 亿元，年均增长 7.3%，
连续五年郑州市综合考核排名前列，多次入选全国

“综合实力、投资潜力、创新创业、绿色发展”四个百
强区。

今年，二七区再次谋划推进重点项目360个，总投资
2550亿元，并通过健全目标管理、观摩讲评、考核评优等
机制，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其中，省市重点项目 42个，
1～5月份投资177.6亿元，占全年的45.6%；76项联审联
批任务已完成 73项，完成率 96%；前四期“三个一批”项
目共 41个，纳入全省签约一批项目 4个，开工率 100%；
开工一批项目19个，投产率57.9%；投产一批项目18个，
达效率100%。

产业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二七区坚持在转型升级
中科学布局产业图谱，现代产业体系基本构建，高端商
贸、文旅康养、现代制造、科技服务“四大主导产业”特色
鲜明、集群发展——

以郑投科技创新园、中物科技园等小微企业园为
引擎的现代制造业态势强劲，累计入驻、孵化小微企
业 312 家；以二七商圈为代表的高端商贸业质效倍
增，德化步行街入选全国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及首
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以万科医疗养老产业园为
代表的康养产业，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以建业足球小镇、二七华侨城为代表的文旅
产业，推动“美丽乡村+全域旅游+田园小镇”融合发
展；以百年德化历史文化片区、瑞光创意产业园为代
表的文创产业推陈出新，构建二七文旅文创生态圈；
以致欧跨境电商、中部电商港为代表的电商产业迅
猛发展，电子商务销售总额超过 135 亿元，现代产业
体系基本构建。

深耕“四大产业园区”晋星升级，加快运作中天科
技产业园、杉杉时尚名品等 113个重大产业项目，推动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一体化、产业发展集群化、
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集群生态化。马寨产业集聚区
获批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荣获省开发区建设“金星
奖”、河南最具竞争力“百亿产业集群”称号；二七特色
商业区晋级省五星级服务业“两区”；二七新区连年进
入全市“两强”组团新区；樱桃沟景区获评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等。

一串串数字、一个个事项，见证了全区干部群众守望
相助、共克时艰，勇于担当、顽强拼搏的风雨历程。

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
七区在精雕细琢中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建成区面积
达到 70.52 平方公里，五年间增加近一倍。竣工通车
65条 82.6 公里道路，完成 24条 67公里道路综合改造，
完成 14 条 14.7 公里“卡脖子路”“断头路”打通工程。
改造完工老旧小区 332 个，4.97 万户群众居住环境彻
底改善。

全域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建成投用公厕187座，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98%以上。新建1个区级大型垃
圾分拣中心、10座垃圾中转站。新建停车泊位 4.7万余
个。侯寨水厂、芦河变电站等一批水电气暖基础设施建
成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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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二七精神”熠熠生辉

养老服务中心托起最美“夕阳红”

南水北调干渠两侧项目林立南水北调干渠两侧项目林立

城区发展日新月异

灾后重建项目——樱桃沟“坝改桥”项目
工程主体建成

林水相依构筑南部城区生态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