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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脚踏实地、拼搏奋进，
凝心聚力再出发，为共同梦想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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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上午，在郑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市长何雄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为2024年郑州发展擘画蓝图。
今年政府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和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总目标，全面深化
“三标”活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动和“十大建设”工程，聚焦“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和郑州都市圈建设，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升高效能治理，确保整体工作
上台阶、重点工作争一流，加快国家中心城市转型发展步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迈出更大步伐，为全国全省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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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摘编

突出创新核心地位
扎实推进创新高地建设

聚焦创新平台、创新主体、创新生态、创新人才，加快
锻造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

持续深化中原科技城“三合一”融合发展。组建中
原科技城博士后创新创业孵化园，新引进优秀人才
2500 名以上，累计引进院士 25 名以上，新培养数字人
才 1万名。

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倍增计划，深化科技型
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新认定高企 1000家，入库国家科技
型企业8000家以上。

力争引进落地一流大学、科研机构郑州研究院10家。
积极引育创新人才。力争引进培育创新创业团队

50个，支持优秀青年人才项目 60个，引进博士及以上优
秀青年人才1000名。

落实“郑聚英才计划”，持续推进青年创新创业行动，
力争20万名大学生来郑留郑。

全面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争创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为带动，坚持龙
头引领、链群发展、产业配套、智改数转，大力培育新质生
产力。

持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发展。加快培育
壮大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装备制造、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创新性产业。

突出打造电子信息“1号”产业，力争电子信息产业
产值增长5%以上、集群规模达到7000亿元。

聚焦打造“新能源汽车之城”，力争新能源汽车产量
超 70万辆，带动汽车产量突破 140万辆，汽车产业产值
增长60%以上、集群规模达到4000亿元。

依托中电装、中铁装备、郑煤机、卫华等龙头企业，做
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新增国家级智能制造项目 5
个以上。

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
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
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以项目为带动扩投资增后劲。压茬推进、接续发力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确保签约率、开工率、达效率居全
省前列。抓好已谋划的3800个项目建设，力争完成投资
5200亿元。

加快推进上汽集团新能源电池工厂、紫光智慧终端
产业园等1000个产业项目建设，力争工业投资增长20%
以上、完成1300亿元。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打响“天地之中、华夏之源、功
夫郑州”品牌，力争接待游客达到1.7亿人次、境外游客突
破7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2000亿元。

深化改革开放不动摇
着力破解瓶颈难题

持续深化国企改革。以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
争力为重点，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组建产业投资集团，推动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壮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组建科创集团，加强基础研究，
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打造创新联合体。

巩固提升“15分钟便民服务圈”成效，在更多领域更
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新增“一件事”30项、“免
证可办”事项100个、“跨省通办”事项100个。

强化自贸区引领作用。聚焦打造“丝路自贸区”，加
快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行动，构建“全域自贸”创新发展
体系，新入驻企业1.5万家。

持续巩固枢纽地位。推进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
链，加快推进机场三期扩建，研究谋划第二机场建设。新
开国际客货运航线 5条，完成旅客吞吐量 260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65万吨。

提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建成郑州国际陆港新
港；进一步完善国际线路网络，重点推进郑州至德国、俄
罗斯、越南、老挝“枢纽对枢纽”建设；实施“班列+产业”
行动，力争开行中欧班列标准列3000班以上。

尊重规律精细治理
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编制完成《郑州市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行动纲要》
等规划，引导形成多中心、网格化、组团式、生态型城市空
间结构。

落实《郑州都市圈发展规划》，加快推进陇海路东延等
25个郑港融城项目建设，抓好平安大道、郑开大道智能化改
造等郑开同城项目建设，推动郑开同城化提速提质提效。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5万套（间）、人才公寓2万套
（间），分配人才公寓 2万套（间），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3700套。

加快供水供热“一体化一张网”建设，新建改造供水
管网85公里、燃气管网102公里、供热管网31.5公里，新
增集中供热面积400万平方米。

完成道路中小修50万平方米，主干道亮灯率98%以
上，新增公共停车泊位10万个以上。

聚焦绿色低碳循环
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低碳发展之路，着力建设美丽
郑州。

全面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
区建设。全面开展黄河流域突出环境问题排查整治。

深入实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打好秋冬季
重污染天气消除、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三场攻坚战。

持续推进国土空间增绿扩绿。实施大嵩山森林质量
提升工程，完成营造林 3.28 万亩，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1
个、森林乡村50个。

践行公园城市理念，市区新增绿地300万平方米，新
建公园游园30个，完成道路绿化50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46万亩以上、总
产量稳定在29亿斤以上。

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蔬菜播种面积稳定
在80万亩以上。

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
农业，加快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
业，着力培育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电商流通等新业态。

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新增城
镇就业12.6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68万人。

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市区新建中小学校 10 所，投入使用中小学校 15
所，新增学位2.7万个。

加快健康郑州建设。持续推进县域医共体 36个市
县共建专科、15个网格化布局的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构
建以基层医疗机构为主体，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为
业务支撑的两级服务体系。

建立城市社区“银发顾问”制度，推进乡镇敬老院转
型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60%，全市养老托老床位数达到6.6万张。

实施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力争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8个。

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抓好保交楼、稳民
生工作，剩余 1.9万套专项借款项目全部交付，非专项借
款项目交付4.2万套以上。

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完善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体系，持续打造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郑州模式。

深化“雷霆”系列专项行动，防范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打造人民满意政府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更大力度推进政府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24主要目标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9%以上，建筑业总产值增长10%以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8%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以

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全社会研发投入

强度达到2.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进出口总值平稳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节能

减排降碳完成国家和省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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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输，畅通无阻 空中丝路，越飞越广

产业向“新”，蓄势发力

““四宜四宜””之城之城，，茁壮成长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