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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继兵 刘俊礼） 昨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工作观摩
讲评暨“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推进
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要求全市上
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紧
紧围绕“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总格
局，建立完善“党委加强领导、政府充分履
职、人大政协共同参与的责任明晰、工作
有序、运转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领
导、集中力量抓推进、抓落实，努力确保市
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

市委副书记、市长程志明就当前重点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靳磊宣读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市级重点工作推进机制
的通知》和《关于成立重大项目（工程）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王璋、张延明、周富强、焦豫汝、王鹏、
张俊峰、杨福平、孙金献、马健等参加观摩
或出席会议。

会前，与会人员对中心城区棚户区改
造、大气污染防治、交通市政重点工程征
迁、贾鲁河生态水系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
了观摩。会上，有关开发区、县（市）区分
别汇报了相关工作推进情况。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副市长张俊峰，市委常委、统战
部长、副市长杨福平分别对相关工作进行

了点评部署。
程志明要求，一要思想再统一，认识

再深化，主体再明确，进一步增强加快推
进四项重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各级
各部门要对照先进找差距，对照问题找原
因，对照目标定措施，对四项重点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抓进度、抓督查、抓落
实，决战四季度，奋力保全年。二要细化
任务，卡死节点，加快推进，确保各项目标
任务圆满完成。要全面加快安置房建设，
全力加快市政交通工程建设；着力做强先
进制造业、做大现代服务业、做优都市农
业；迅速掀起招商引资新高潮，加快推进
自贸区建设，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提前部署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加强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管
控；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提质扩容、改
造提升；及早谋划抓好今冬明春的造林绿
化工作，加快生态绿化项目建设。三要加
强领导，完善机制，严格督导，确保各项工
作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组织领导，完善
工作机制，严格督导考核，进一步提高站
位，主动作为，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
力的举措，协调联动把各项工作抓好抓实
抓到位，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程志明强调，确保省十次党代会顺利
召开是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全市上下要

高度重视，统筹做好各项工作，为会议召
开提供一个畅通有序、文明整洁的外部环
境，充分展示郑州良好形象。

马懿在讲话中指出，前不久召开的市
十一次党代会，集中全市上下的智慧，确
定了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现代化进程、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的总体
要求和建设“一枢纽一门户一基地四中
心”、实现“六个显著提升”的奋斗目标，形
成了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开放创新、生
态治理“四大重点”工作和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强化党建保证的“四重点一稳定一
保证”的工作总格局。落实好党代会精
神，把蓝图变为现实，是全市上下当前的
紧迫任务。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紧紧围绕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按
照“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总格局，集
中精力抓推进，心无旁骛抓落实，确保党
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如期实现。

马懿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委加强领
导、政府充分履职、人大政协共同参与的
责任明晰、工作有序、运转高效”的工作推
进机制，充分发挥好党委“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力支持政府依
法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
共服务、环境保护的行政职能，统筹人大、
政协领导力量共同参与，紧紧围绕“四重

点一稳定一保证”，形成责任明晰、工作
有序、运转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各领导
小组要尽快进入状态，切实加强领导，实
施项目化推进，加快分管领域各项工作的
推进落实，努力实现郑州更好更快发展。

马懿指出，要突出重点，全力抓好年
底前的四项工作：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中央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即将召开的省党
代会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就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进行研究和部署；二是围绕稳增
长、保态势，攻坚四季度，加强经济运行调
控，争取全年稳增长、保态势有一个好的
成效，为全省发展多做贡献；三是加快推
进大生态建设。树立“大生态、大环保、大
格局、大统筹”的理念，将环境保护、农业
结构调整、农田水利建设、林业发展、旅游
开发、文物保护利用、城市管理等工作相
结合，全面梳理谋划生态建设工程，在抓
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同时，以贾鲁河治
理工程为带动，利用今冬明春的有利时
机，打一场生态建设的硬仗，确保空气质
量不断好转，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四是及
早谋划明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准确把
握国家、省政策导向，围绕“四大重点”工
作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科学安排明年的
各项工作，做好相关项目的前期工作，为
明年工作的有序推进打好基础。

马懿在全市重点工作观摩讲评
暨“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推进会上要求

围绕“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总格局
完善机制集中力量抓推进抓落实

根植厚重多元的嵩山文化，定位于
文化交流、文化研究、成果展示、人才培
养、产业发展，秉承开放、包容、平等的
对话机制，“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
世界文明对话”汇集国内外多元文化的
代表人物、政要、政府智囊和知名企业高
管论道天中，从首届探讨“从轴心文明到
对话文明”、2013年会探讨“人文精神与生
态意识”，2014年会探讨“天人合一与文明
多样性”，2015年会探讨“和而不同：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本届论坛着眼于经
济转型中的中国、中原的发展新期待，确
定“转化与创新：迈向对话文明”的主题，
紧扣时代脉动一路走来，正逐步成长为中
原经济区对外交流的窗口、世界文明对话
的平台、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破题”

“嵩高维岳，峻极于天。”中岳嵩山地
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是炎黄祖源、三
代都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多元文明在
这里碰撞、融汇、生根、开花、结果，尤其
佛道儒三教荟萃、和谐共生，形成了博大
精深的嵩山文化。登封市现拥有“天地
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嵩山世
界地质公园、少林功夫等诸多世界级名
片，是闻名遐迩的全国武术之乡、文物之
乡和大禹文化之乡，具备了建设中华民
族重要精神家园的特有条件。

2012年 9月 20日~23日，中岳嵩山
迎来了一次超越国界的文化盛典——
首届嵩山论坛。来自美国、俄罗斯、新
西兰、日本以及国内两岸三地的 130多

位知名学者教授共襄盛举，围绕“从轴
心文明到对话文明”的主题，从“文明对
话”、“文化中国”、“世界伦理”、“价值认
同”、“儒学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多层次、
多角度的交流与探讨，用思想的火花助
推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嵩山论坛”以
相互包容的心态开展华夏文明与世界
文明对话，不仅提升了中华文明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使命感，也增加了对自身文
化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为全球社会走向

“对话文明”创造了条件。
2011 年 9 月，国务院明确把建设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中原经
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完成这一
战略，迫切需要打造一个立足河南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推动世界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文化多样
性，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在文化上相互理
解、相互尊重，在和睦相处中共同发展
的高端论坛。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届嵩
山论坛引起河南省政府的关注，副省长
张广智率先提出支持登封市先行先试，
以嵩山论坛为载体，建设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示范工程，并将其作为建设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破题”之作
的战略构想。

肩负“文明河南”建设新担当

2013年 9月 5日~13日，规模更大、
规格更高的第二届嵩山论坛在登封举
办，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新加坡、中
国港澳台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余

位著名专家学者，20余位国务院参事、
两院院士和中央部委领导，120余位国
内专家学者，80位企业家参加论坛。

第二届嵩山论坛主题为“人文精
神与生态意识”，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的指导思想不谋而合。
论坛设立“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学术）
论坛，“生态文明建设”（政要）论坛，“生
态文明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论坛三
个分论坛，并围绕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建设，邀请吴敬琏、冯沪祥等专家学
者举行了8场系列专题讲座。第二届嵩
山论坛累计举行近百次演讲和专家发
言，对构建友好社会、和谐社会，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
了诸多建设性意见。

第二届嵩山论坛的成功举办，显示了
登封、郑州乃至河南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中的责任担当，使嵩山论坛成为“文
明河南”建设的一张文化名片。中国人权
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教授指出：“河南致力于中原文化建设、弘
扬华夏文明，不简单重复‘文化搭台、经济
唱戏’的做法，不做功利文化，而是自觉担
起作为中原人的历史责任”。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
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
人文研究院院长教授杜维明教授认为：

“在经济上，北方有达沃斯论坛；在生态
上，南方有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文
化上，位于中部的登封，应该有可能将嵩
山论坛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论坛。”

在碰撞中促进华夏文明新发展

第三届嵩山论坛于 2014年 8月 23
日~24日举办，更加突出文明多样性、文
明对话交流特质，与会专家学者在各自
的学术领域成就更高，更具代表性，使论
坛更具高端性与国际性。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张宝文，日本前首相鸠山由
纪夫，韩国国画院院长叶欣，国际哲学院
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
维明，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卢卡·
斯兰卡迪诺，世界著名欧美政治哲学家
弗莱德·多勒米尔等来自世界各地的140
多名国内外（前）政要、专家学者齐聚天
地之中，展开思想碰撞和对话交流。

嵩山论坛 2014 年会主题为“天人
合一与文明多样”，为一次新的思想风
暴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触点。整个论坛
分为总论坛（开幕式），“在文化多样性中
探索共同价值”、“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商业文
明”分组研讨，国际学者与河南学者学术交
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专题讲座和闭幕
式五大部分，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本着“互
相尊重、求同存异”的理念，在文化多样性
中探索共同价值，发掘构建新的商业文明
的要素，寻求着解决世界范围内文明冲突
的出路。印度著名社会思想家阿希斯·南
迪教授说：“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人类
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而嵩
山论坛则为全球社会走向‘对话文明’
创造了条件。”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韩心泽

华夏文明对话世界文明
——嵩山论坛回顾与展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