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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 奋勇争先

新密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
2018年，新密把握一个总方针——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

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之年，是新密市发展进程中极
不平凡、极富成效的一年。

在抢抓省、郑州市强力推进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大机遇
中，新密市持续深化“四重点一稳
定一保证”工作总格局，持续推动
“五个体系”“四区两城”建设，统
筹稳增长与调结构、扩需求与促
转型、抓改革与防风险、谋发展与
惠民生，实现了建设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次中心的良好开局。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新密市三
级干部会议上获悉，2018年，新密
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
新征程全面发力，将按“四个总
要求”明确未来发展方向。第一，
把握一个总方针——让人民群众
生活更美好。第二，把握一个总
基调——稳中求进、奋发有为。
第三，把握一个总格局——“四
重点一稳定一保证”。第四，把
握一个总抓手——项目带动、项
目化推进。
记者 顾翔 文/图

抓民生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2018年，新密市将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民生工作的着力
点和主攻方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
行，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要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将精准
脱贫作为第一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一手抓攻坚扫尾，一手抓巩固提
升，以“N+2”脱贫计划为主线，以扶贫
政策到户到人为重点，统筹推进产业
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旅游扶贫、就业扶贫、社会扶贫，如期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继续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加快城区 13所学校、一批高等院
校项目和乡村幼儿园建设，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建设健康新
密，推进市妇幼保健院暨儿童医院、市
中医院新建工程二期等项目，积极引进
省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入驻新密，深入开
展全民健身运动，办好市第七届运动
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公共
文化设施城乡全覆盖，加快市民服务中
心“六馆四中心”、市委党校新址等建
设，开展文化志愿服务、广场文化活动
等，丰富城乡群众文化生活；进一步完
善就业、社保、住房等保障体系，努力在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
续取得新的进展。

抓文化 铸造城市文化的“魂”
新密历史底蕴厚重，文化资源丰

富，被誉为“中国羲皇文化之乡”“岐黄
文化发祥圣地”，是黄帝文化和华夏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这些积淀深厚的历史
文化是新密市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绵
延不绝的力量源泉。

以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抓手，大力弘
扬史前文化、羲皇文化、溱洧文化、密玉
密瓷等特有文化，加强古文化遗址、古
城、古村落、古建筑等文化遗产的保护
利用，不断提高历史的丰满度，留住历
史文化的根脉和记忆，让优秀传统文化
焕发新的光彩和活力。

新密，既有现代城市的快节奏，又
有休闲城市的慢生活；既有传统文化的
优雅从容，又有现代文明的前卫时尚；
既有崇尚创新的基因，又有兼容并蓄
的气度；既有聪慧勤巧的秉性，又有友
善互助的美德。深度发掘这些地域文

化特质，从市民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
实践中汲取营养，彰显继往开来、革故
鼎新的时代风尚，大力弘扬“创新创
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诚信友善”
的新密精神，让人文新密勇立时代潮
头。

文化创意产业是新兴产业、朝阳产
业。要坚持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文化
与创意巧妙融合，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积极打造集“文化+产业+旅游+生
态+养生”于一体的艺术古镇、特色小
镇、产业园区，把新密文化“软资源”变
为“硬产业”、“软实力”变成“硬支撑”。

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
快市级文化场馆、社区综合文化中心等
城乡文化设施建设，打造一批展示新密
文化特色、人文风貌的交流场所、标志
建筑，深入开展文化下乡进村活动，为
广大群众提供健康向上、品质优良的公
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抓基础
畅通“大动脉”打通“微循环”

基础能力建设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
引领性，发挥着支撑经济发展、引导生产力
布局、促进城乡融合、保障安全稳定的重要
作用。中央领导要求河南发挥优势打好
“四张牌”，其中之一就是基础能力建设。
我们要坚持先行引导、适度超前，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
网络，不仅要满足当前需求，还要为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留有空间。要进一步推进交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牢牢把握郑州打造国际综合枢纽、现
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重大机遇，全面
加强与上级交通规划的对接衔接，持续谋
划推进一批事关全局的重大交通建设项
目、畅通“大动脉”，持续推动区域内路网布
局和通行能力的优化升级、打通“微循环”，
全方位融入对接郑州中心城区、航空港实
验区和周边组团，满足不断增长的快速运
输需求，促进各类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

当前，要加快城市大北环，省道 228、
233、317、541，国道 234、310，焦平高速和
高速公路出入口、连接线等重点项目的协
调推进，构建高速合围、顺畅衔接的全域交
通圈，提升通达深度和覆盖范围。要进一
步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坚持把推
进信息化发展作为抢占未来制高点、培育
新的增长点的战略性、引领性工程，深入实
施网络强市战略、“互联网+”行动，加快构
建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深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
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广泛利
用，推动信息技术更好地服务转型升级和
民生改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能源、水利
等基础设施，加强城市公共交通、供水供
电、供气供热、防洪防涝等设施建设，扩大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覆盖面，因地制宜解决
好通路、通水、通电、通互联网等问题，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