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花绿雕扮靓绿城，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摄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10月 12日，市政协召开十四届七十

七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
神和重要文章，研究部署政协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杜新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薛景霞、刘睿、
杨东方出席或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要一以贯之》，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推
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杜新军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
重要文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紧密结合郑州发展大局和政协工作实
际，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广泛宣传十
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郑州推进的变革性实践、实现的突破性
进展、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历史自信、振奋
进取精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

杜新军要求，市政协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
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好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心有所守、身有所循、行有所止。政协党组
要切实扛起全面从严管党治吏政治责任，不断完善能上能下的选
人用人机制，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
和从政环境，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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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日前在北京展览馆联
合举办“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其中河南展

示单元在地方展区中呈现，有多处展览内容为
郑州元素。

为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十年来

奋力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推动郑州市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本报今起推出“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
展之郑州篇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航空港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今年 9月 29日，总投资超 500亿元的
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开工建设，作为
省委、省政府加快实施“枢纽+开放”战略

的重要部署，该片区的建设将进一步升级
郑州“空铁陆海”多式联运体系的保障能
力，助力河南对外开放实现新跨越。至此，

航空港区六大片区规划建设全面启动。
2013年 3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成为我国首个、目
前唯一一个由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航
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十年来，航空港区
这片热土日新月异，枢纽优势、开放优势、
产业优势、都市形态加速形成，人民福祉持
续增进。当前，机场、高铁、陆港、水港、高
速等枢纽设施已在航空港区集中布局，航
空物流、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现代服务业六大支柱产业持续
做大做强。截至 2021 年底，航空港区建
成区已达 105平方公里，基础设施覆盖面
积达 220 平方公里。2022 年上半年全区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65.7 亿元，同比增长
6.1%，增速在全市 16 个县（市）区中排名
第 1位。

2022年 4月，省委、省政府以前瞻 30
年的视野，对航空港区进行了系统性重塑
性改革，赋予其“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圈
核心增长极”新定位，“现代化、国际化、世
界级物流枢纽”新目标，“争当全国航空经
济发展顶梁柱、制度型开放排头兵”新要
求。4月份以来，航空港实验区全面启动
北部中央商务文化科教片区、东部空铁片
区、南部双鹤湖片区、中部园博园片区、东
南部国际陆港片区、西部机场出入口 T型
区等六大片区规划建设。

依托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航空港区获批全国首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2021年，郑州机场国际货运量占比已
达 77.5%，全货机运量占比已达 84.5%，呈
现出全货机为主、外向型为主显著特色。
依托郑州富士康、浪潮、华锐光电等重大项
目，航空港区形成了以智能终端、服务器、
新型显示等产业集群。全区 2021年电子
信息产业完成4110.5亿元，增长31.9%，占
全省电子信息行业的比重达79%。

依托郑州临空生物医药园，入驻鸿运
华宁、晟斯生物、东富龙、美泰宝等生物医
药类企业 40余家，2021 年航空港区生物
医药相关“四上”企业超 20家。初步形成
以跨境电商、商贸会展、总部经济为特色的
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

2022年 6月，航空制造产业园建成投
产，首套“河南造”航空仿真模拟设备出口
海外。同时，航空港区在泛半导体、高端装
备、前沿新材料、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命
健康、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方面，抢占新
赛道，争取新优势。

航空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
时期，航空港区将坚定不移走好“枢纽+开
放”路子，建设现代化、国际化、世界级物流
枢纽，打造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圈核心
增长极，争当全国航空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制度型开放的排头兵。

打造通往未来的航空新城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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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
宾 王世瑾）10月 12日，市长何雄主
持召开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分析研判疫情形势，研究部署下一
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全
面落实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部
署要求，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严防死
守、以快制快，迅速扑灭局部疫情，
尽快实现“双清零”，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会议听取金水区、二七区、中原
区、航空港区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何雄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保持思想不松懈、措施不松
动、工作不松劲，因时因地因势优化
防控政策措施，不断提高科学防控、
精准防控水平，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
的底线。

何雄强调，核酸检测质效要高，
充实核酸检测队伍，聚焦重点区域
开展高频多轮核酸检测，精准实施
扫楼、扫院、敲门行动，强化采、检、
送、报各环节衔接，确保应检尽检、
尽快见底清零。流调排查速度要
快，强化“三公一大”协同配合，深查
彻查风险场所、风险人员，科学划定
防外溢区域，规范密接次密接人员
隔离转运，确保应隔尽隔、应隔快
隔。社会管控措施要严，对养老院、
监所等特殊场所实行闭环管理，对
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扫场所码+查
验 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措
施，引导群众减少流动聚集，坚决阻
断疫情传播。入郑关口把守要牢，
强化中高风险地区来返郑人员风险
管控，落实好主动报备、“落地即检”
等措施，分类施策管住返郑、入郑、
过境等各类人员，严防疫情输入。
重点区域管控要紧，紧盯学校、医
院、工地、企业等重点场所，严格闭
环管理，落细防控措施，防止出现新的燃点。应急保障准备要
全，充分发挥基层网格作用，持续细化服务措施，用心用情做好
生活必需品保障、管控区域生活物资配送等工作，确保群众生活
平稳有序。宣传引导效果要暖，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发
布信息，做好重点人群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群策群力打赢疫情
防控这场硬仗。

市领导吕挺琳、陈明、虎强、李党生、史占勇、陈宏伟、潘开名、
王鸿勋、王万鹏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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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河南教育经费投入十年增长近九成 资助学生1.22亿人次

市领导到上街调研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从严从紧从细做好疫情防控
坚决守牢守好安全生产底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10月 12日，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黄卿到上街区，实地调研疫情防控、社会稳定、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在亚星广场，黄卿详细了解了警力配备、辖区治安状况、接
处警及日常巡逻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各部门要以更高
标准、更实作风、更严举措，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
项工作，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确保辖区社会治安持续
稳定。

在佰斯特商务酒店，黄卿认真察看疫情防控隔离区设置、人
员安排、后勤保障、隔离人员心理疏导等各项措施落实情况。他
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强化全方位全要
素全链条闭环管理，进一步健全完善常态化精准防控与局部应
急处置相结合机制，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郑州嘉耐特种铝酸盐有限公司，黄卿了解企业产量、企业
环保设施运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等情况。他表示生态环境保
护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要树立标杆企业，强
化精细精益管理理念，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严实抓好隐患排
查整改，坚决守牢守好安全生产底线。

市领导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保持清醒戒备夯实“四方责任”
扑灭疫情燃点争取防控主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孙亚文）10月 11日，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虎强深入金水区和郑东新区有关医院、社区、大型商
超、学校，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虎强先后来到郑州人民医院、健康路 168号院、宋砦小区、
丹尼斯六天地和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实地察看医院复诊，社
区和商超、校园等重点场所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坚
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保持清醒戒备，夯实“四
方责任”，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尽快圈住封死
捞干扑灭疫情燃点，坚决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遭遇战、攻
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虎强要求，要压实医疗机构主体责任，细化各环节全流程防
控措施，加强医护、“三保”及后勤人员的培训管理。要盯紧重点
区域和重点人群，深度、细致做好流调工作，充分发挥“三公一
大”作用，开展流调排查“回头看”，尽快切断传播链条，争取防控
工作主动。要严格落实封控区各项管控措施，划小管控单元、分
级分类管理，强化人文关怀，解决好群众生活难题。要切实提高
校园、商超等重点场所防控水平，强化技防能力，全面筑牢社会
面智能防控屏障。要进一步夯实“四方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强化块抓条保、条块结合，形成联防联控强大合力。

郑州158名“三支一扶”
大学生全部到岗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 秦璐）记者昨日从市人

社局了解到，截至目前，2022 年郑州市招募的 158 名“三支一
扶”大学生已全部到岗服务。

这批“三支一扶”大学生的到岗，为我市的各办事处（乡镇）
的农业技术推广、农村文化建设、乡村振兴、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平台、基层健康养老等领域输入了优秀的人才。据悉，与往年
相比，今年招募的高校毕业生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87.43%，硕士
研究生占15.28%，重点高校毕业生比重达到17.09%。

本报讯
（郑报全媒
体记者 张竞
昳）作 为 拥
有全国各级
各类学校在
校生近十分
之一的教育
大 省 ，河 南
教育事业改
革发展情况
如何？昨日
上午，“河南
这 十 年 ”主
题系列第二
十五场新闻
发布会——
教育高质量
发展专场在
郑 州 举 行 ，
解读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
省教育事业
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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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投入增至2775亿元

统计显示，我省教育经费投入由
2012 年 的 1466 亿 元 增 长 到 去 年 的
2775 亿元，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由 2012 年的 1106 亿元增长到去年的
1927亿元，均增长了近 90%。全省现
有各级各类学校 5.11 万所，教育人口
2888 万，在校生 2695 万，每万人接受
高等教育人数由2012年的 149人增加
到 270人，高质量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全民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教育公平底
线更加坚实稳固。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十年
累计发放资助资金 1153亿元，资助学
生 1.22亿人次，实现了“不让一个孩子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

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扩大
十年间，我省先后出台了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特殊教育等一系列
重要政策文件，并不断加大经费支持和
投入力度，多措并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

教育投入持续增加，以 2021年为
例，全省基础教育年投入1927亿元，较
十年前增长 149%。学前教育毛入园
率、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分别由 2012 年的 66.63%、91.2%、
90.02%提升至 90.8%、96.1%、92.5%，
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省 158个县
（市、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评
估验收，进入优质均衡发展新阶段。值
得一提的是，通过重点培育普通高中多

样化发展、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示范校和
省级学科基地，河南已成为全国公认的
高校优质生源省份。

全面落实国家“双减”部署
全面落实国家“双减”部署，河南坚持

深化校内改革，实现了作业管理、课后服
务和教育教学指导“全覆盖”；全面规范中
小学校外培训，线上学科培训机构全部关
停注销，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率达到
93.32％，学科类培训机构“营改非”、资金
监管、政府指导价实现“全覆盖”。

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我省积极规范民办义务
教育发展，“公民同招”全面落实，通过特
殊教育发展提升计划，适龄残疾儿童义
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13%。建立实施
42项学生资助政策，做到“应助尽助”，贫
困家庭失学辍学儿童由“动态清零”实现

“常态清零”。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
率达到 90%以上。营养改善计划覆盖
38个国家级贫困县和2个省级试点县，
每年受益学生累计达310万余人。

培训教师230万人次
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基础教育教职

工和专任教师分别达到 193.3 万人、
157.5万人，较十年前分别增加 55.2万
人、41.1万人。持续实施特岗计划、优
师计划、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形成项
目错位互补、区域和学段全覆盖的基础
教育教师培养补充体系，每年定向培养
补充高质量紧缺薄弱学科青年教师 2

万余人。加强教师人才队伍建设，累计
培育中原名师、省级名师、省级骨干教
师近 5.7万人，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从
6.7万人增加到 13.9万人，教师素质不
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全省统筹安排

“国培”“省培”等教师专项培训资金 25
亿元，累计培训教师230万人次。

培养900万高素质技术人才
十年来，全省职业院校累计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近900万人，总规模
居全国首位，我省也成为部省共建国家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 7个省份之
一，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入围国家重
点打造的10所“世界一流”高职院校。

推动中职学校标准化建设，全省中
职学校数由2012年的920所调整至632
所，办学水平持续提升；在全国率先启动
职业院校“双高工程”建设，6所学校入围
国家“双高计划”，省级以上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 36个、技能名师工作室 150个，
职业技能大赛成绩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十年新增36所高校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

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十年
来，全省普通高校由 120所增加到 156
所 ，毛 入 学 率 由 27.22% 增 加 到
53.13%，河南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大众
化”向“普及化”迈进的历史性跨越。

在办学质量方面，郑大、河大“双一
流”建设一期任务顺利完成并进入第二
轮建设序列，正在打造河南高等教育并
驾齐驱的“双航母”；遴选推进河南农业

大学等 7所大学 11个“双一流”创建学
科建设，打造“双一流”后备军；深入实
施特色骨干大学和特色骨干学科建设，
重点建设15所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
科高校，推动高校分类特色发展；408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
251个，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持续增加，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不断提升。
另外，全省新增5所博士授权高校、3所
硕士授权高校，博士、硕士招生数分别
增加了 206%、161%。实施省特色骨
干大学和特色骨干学科建设等工程，
58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

培养600余万高校毕业生
十年来，全省高校累计向社会输送

毕业生600余万人，为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不断完
善，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价
值链耦合加速推进，教育服务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加强。

目前，全省高校共建有 23所省级
重点现代产业学院、25所鲲鹏产业学
院；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
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 35个，省部级
科研平台 800余个；去年以来，全省高
校牵头或参与组建我省新建的 8所省
级实验室中的7个。十年来，全省高校
获国家科学技术三大奖 46项，承担国
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和资金
量均占全省 90%以上，获河南省科学
技术奖占全省总数的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