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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委五届四次全会召开
确立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目标

刘建武：努力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挑大梁、走前头

8月14日，郑州市委召开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主要
任务是动员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目标，坚定信心，拼搏进取，加快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努力开创郑州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此次会议的召开，既明确了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总战略，又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任务、路径、举措，更为郑州周边县市
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作为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新郑要
对标郑州、放眼全国，进一步找准定位、明确重点、增强信心、坚定决心，
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五彩画卷上让新郑更出彩。

8月25日，新郑市委五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新郑市委书记刘建武发表讲话，动员全市党员和
干部群众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树立新理念、推动新发展，加快推进建设现代田园临空经济强市，着力
打造黄帝文化历史名城、现代临空产业新城、郑州南部生态绿城，初步确定了新郑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次中心的指导思想，努力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挑大梁、走前头。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新郑来
讲，是一次抢先发展、跨越发展、科学发展
的重大机遇。当前紧要任务就是要理思
路、抓规划、谋项目，为新郑市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次中心找准发力点和落脚点，着力
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决定高度，思路决
定成败，正确科学的思路是抓好各项工作
的前提基础。新郑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中挑大梁、走前头，是毋庸置疑、责无旁
贷的，关键是如何干、干什么、干成什么样，
要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的目标
定位，跳出河南看新郑、放眼全国找坐标，
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群策群力、建
言献策，共同把新郑未来发展考虑好、梳
理好、谋划好，为新郑发展、为家乡建设贡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规划即是蓝图，新
郑市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必须要
坚持规划先行、规划引领，围绕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总体规划，尽快启动新郑市规划编
制工作，切实找准新郑市与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的着力点、切入点和结合点，有的
放矢、快速推进。在规划理念上要有大视
野、大胸怀、大境界，在规划设计上要有大
建设、大项目、大手笔，突出地方特色、突出
精品亮点，以更高的标准、更科学的理念，
精心描绘出新郑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项目是加快发展的载体和抓手，是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加速器”。抓
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效益、抓新的增长点、
抓发展后劲。新郑要积极对接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围绕打造黄帝文化历史名
城、现代临空产业新城、郑州南部生态绿
城，拉高坐标，提高站位，深入研究，吃透情
况，用国际化的视野、现代化的标准，高位
谋划、深度谋划、务实谋划，注重长远、尊重
规律、尊重客观现实，抓紧谋划出新郑最紧
迫、最现实、最高水平的项目。

注重优化结构，把产业发展抓得更
快。发展产业、优化结构是实现经济持
续发展的关键，要围绕郑州产业发展的
重点、重心，努力推动新郑市产业结构调
整和优化升级。围绕转型促发展这一目
标，积极借鉴成都、武汉等先进地区经验
做法，梳理整合有利于新郑市产业发展
的政策，引导、鼓励企业改造升级。要

“让老树开出新花”，坚持“有中生新”，通
过兼并重组、资本运营等方式，提高企业
抵御风险能力，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
高端迈进；要“让新芽长成大树”，坚持

“无中生有”，积极谋划中长期产业项目
规划，主动对接中国制造 2025 郑州行
动，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重点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
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注重提升品质，把新型城镇化抓得
更好。以城市建设提质工程为载体，围
绕“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
兴城”4篇文章，深入研究分析新郑自身
优势、特点，创新举措、真抓实干，切实加
强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提升新
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内涵与品位。以
打造“全国一流水平”城市的标准，在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大盘子、大背景

中找坐标、找定位，用更宽的视野、更高
的站位、全新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标准扎
实做精做细城市整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切
实提升城市建设整体品质和档次，提升城
市功能。尤其要以道路交通为重点，充分
借助临郑临港优势，树立大交通理念，优
化公共交通网络，增强交通通达能力，着
力打通连接郑港的断头路，实现与郑州和
航空港实验区的无缝对接。

注重增强后劲，把开放创新抓得更
活。搭建人才招引平台。未来城市区域
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牢
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强烈意识，在
积极对接“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的
基础上，认真谋划研究人才引进的创业
平台、创业政策，创造适合青年大学生创
业及生活的各项条件，强化人才引进成
效，让他们愿意来、留得住、能发展。在
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要有把在新郑毕
业大学生留在新郑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进一步优化全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知识
结构，充分依托新郑市丰富的在校学生
资源，通过创优政策、搭建平台，让他们
在新郑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真正使新郑培养的大学生成为新郑发展
的动力源泉。

注重绿色发展，把生态环保抓得更严。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
更大的决心、更严的标准、更硬的手段，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好
转。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完善空气环
境检测网络，加快构建联防联控体系，全面
改善大气环境。突出生态水系治理，全面推
行“河长制”管理模式，按照“市区河道景观
化、郊区河道生态化”的标准，坚持一河一
策、精准治理，系统推进市域主要河流的水
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工作，
着力打造城市生态景观水系，让我们的城市
河湖相连、水清岸绿、美景如画。

注重和谐幸福，把平安建设抓得更
稳。平安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举
措，是推进“平安新郑”建设的基础工程，是
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创新与发
展，也是争创“长安杯”的关键。要牢固树
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以创建“安全保障

型城市”为契机，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
项整治和安全监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注重普惠共享，把民生事业抓得更
实。全面统筹事业发展和人的发展，把更
多的资源政策、资金项目、工作精力向民生
倾斜，让群众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按照“长短结合”“贫困户与脱
贫户、一般户结合”“脱贫与富村结合”的要
求，深入开展“双联双助”活动，大力发展村
集体产业，通过集体经济的壮大，彻底拔除

“穷”根，让贫困群众真正脱贫致富奔小
康。改善民生，民生事业发展是一项系统
工程、长期工程，需要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持
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全力办好民生实事，
对年初确定的实施教育提升工程、完善城
乡公共交通设施、完善基层文化活动场所
等“民生十件实事”，要加强调度、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确保有诺必践、如期完成。

当前，郑州正处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的起步阶段，各项工作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新郑要想在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过程中快人一步、抢
得优势，就需要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不讲任
何借口、不讲客观条件，积极适应新郑市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定位的要求，用新
的视角观察形势，用新的理念研究问题，用

新的思路破除面临的困难，用新的办法解
决困扰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对一切
有利于新郑发展的，要大胆创新、大胆闯、大
胆干，试出一项新方法，闯出一条新路子，干
出一条新经验，使工作在创新中发展，使问
题在发展中解决。作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
质量的“排头兵”，新郑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着
力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小农思想，坚
决摒弃沾沾自喜、停滞不前的骄傲心态，做
好吃苦流汗的准备，强化只争朝夕、知难而
进的拼搏精神，力求各项工作在全郑州市、
全省乃至全国争第一、作标杆、当典型；要
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自觉把各项
工作放在更高层次来定位，坚持发展思路
着眼争创一流来谋划，发展举措瞄准争创
一流来制定，发展成果按照争创一流来衡
量，不断提升工作标杆，提升发展理念，提
升精神境界，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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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平安美丽新郑

主动担当 聚强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