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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为“郑中心”高质量建设出谋划策

以郑州为龙头推进大都市区融合发展

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王保存说：“郑州正在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希望郑州未
来更有实力、更有影响力、
更有辐射力和带动力，进一
步提高在全国的战略地
位。”他建议，郑州要依托空
港、陆港的发展新优势，坚
持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为龙头，统筹“五区
联动”、“四路协同”，深入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
方位高水平的开放。

去年，河南实施了“四水
同治”，河南水生态环境得以
改善。在此基础上，王保存
建议在郑州西部规划建设大
容量的水库，改善郑州西部
的生态环境；同时高标准规
划建设黄河南岸的水生态
带，修复水生态、保护水生
态，形成宜居宜业的城市居
住区。

省人大代表、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张立勇建
议：“一是加快推进郑汴一体
化，面对日益激烈的周边城
市竞争，省里应从全省发展
大局考虑，在规划编制等方
面加快、深化推进郑汴一体
化，争取五年内两市完全一
体。二是建立高规格的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咨询委员会，
请国家级专家学者为郑州经
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三是
建立郑州自己的航空公司，
郑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成立航空
公司，可以进一步巩固扩大
航空港实验区近年来取得的
工作成果。四是提升郑州文
化品位，下一步要在教育、文
化传承保护、文明教育等方面
做出努力。五是建议省委、省
政府正式向中央报告将郑州
升格为副省级城市，更好地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省人大代表、郑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杨东方说：“2018年，
经过全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郑
州市生产总值突破 1万亿，人口突
破 1000万。但是，郑州面积只有
7446平方公里，目前在国家批复的
9个国家中心城市当中是最小的。”
杨东方建议，省委、省政府支持郑州

市加快区划调整的报批力度，以拓
展建设用地，优化空间布局。

杨东方建议，要进一步推进郑
州大都市区融合发展，全面加快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发挥好郑州的龙
头核心带动作用，切实担负起引领
中原城市群发展，支撑中部崛起和
服务全国大局的职责。

加快郑州大都市区融合发展

为助推郑汴一体化进程，助
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省政
协委员张朝祥建议将中牟撤县设
区，真正意义上实现郑汴同城，从
更高站位、更宽视野审视郑州空

间布局规划，提升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的首位度，引领中原城市群
快速发展，产业互补、错位发展、
深度融合，快速推动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

拓展郑州发展空间

省政协委员郭立魁建议加快环
城生态水系循环工程等项目的建设
进度，力争早日实现金水河、龙湖等
河流湖泊的互联互通；对河道自然
岸线进行水面扩展，建设滨河公园
和湿地游园，改变堤岸护坡硬化的
传统做法，种植草坪灌木花卉，提高
观赏性，形成生态微循环系统。

增强引水能力，完善水源保障系
统。充分利用好黄河水和南水北调
用水，加快牛口峪引黄工程建设，加
强对黄河水的储存调蓄能力，丰水期
多蓄水，枯水期均衡补水；将现岗李
水库扩建为滩区水源水库，在上游修
建新的引黄涵闸，解决郑州北区三河
一渠和东区龙湖的生态用水问题。

用水生态环境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
郑州市委主委郑高飞认为，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
的先行条件之一，是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命脉和根
源。当前，郑州基础设施建
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然
而对照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
质量的要求，仍是制约郑州
发展的短板所在。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可
通过与“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战略新兴产业结合，在建
设过程中，全面落实集约、智
能、绿色、低碳等生态文明理
念，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
水平、智能化水平。此外，城
市建设要地上和地下建设相
结合，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不
能只搞地面建设。郑高飞建
议，要优先加强与民生关系密
切相关的供水、供气、供热、电
力、通信、公共交通等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老旧基础设施特
别是地下管网改造。

九三学社界别的省政
协委员表示，郑商所作为河
南资本市场一张闪亮的名
片，它的健康发展无疑会对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及
河南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
位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

委员们建议，提高对郑
商所的重视；支持郑商所加
快对外开放。在郑商所特定
品种引入境外投资者、扩大
保税交割等方面，省政府相
关部门、主要媒体、在豫重点
企业等应积极提供政策、舆
论和业务支持；建立绿色通
道，简化郑商所因公出国
（境）手续；支持引进郑商所
境外高端人才。

委员们希望，河南需充分
打好郑商所这张牌，借助郑商
所做大做强河南期货市场，更
好地发挥期货市场在河南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大力支持
郑商所国际化发展

建立郑州
自己的航空公司

高标准规划建设
黄河南岸的水生态带

城市地上和地下建设
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赋予郑州的使命担当！郑州如何勇担使命，凝心聚力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两会期间，郑州高质量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成了代表委员们讨论中的高频词汇，大家纷纷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积极开怀畅谈，为他们心目中的国家中心城市建
言献策，为实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奋斗目标出谋划策！记者 刘俊礼 武建玲 肖雅文 赵文静 张竞轶 董艳竹 李爱琴 王治

省人大代表，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新伟说，在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新征程上，郑州市要积极抢
抓重大历史机遇，按照市委十一届
九次全会的战略部署，以“世界眼
光、国际标准、郑州特色”为导向，进
一步强化使命意识、机遇意识、忧患
意识、担当意识，保持战略定力、竞
进姿态，紧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总
目标，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奋发有
为总要求，坚持“四重点一稳定一保
证”工作总格局，按照“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以及“创优势、增实力、补短
板、能抓住”的工作方针，寻标、对
标、达标、夺标，发挥领头雁作用，勇
做先行者、当好排头兵。

“对标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我们
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树立世
界眼光，自我加压、奋发有为。”王新伟
建议，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国际平
台、开放的经济新体系、国际化营商

环境以及国际化城市环境的构建，
要把龙头高高扬起在“一枢纽、一门
户、三中心”的建设上。强化国际综
合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做到域内畅
通、域外枢纽、打造平台，加强以航空
港为基础的枢纽建设，发挥枢纽作
用。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投资自由、贸
易便利、监管法制化的营商环境，理
顺体制机制，实施制度创新，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充分发挥“四条丝绸之
路”联动作用。推进国家重要经济增
长中心、国家极具活力的创业创新中
心、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心的建
设。通过强化“一枢纽、一门户、三中
心”建设和国家中心城市相关项目的
实施和带动，提升城市承载能力、科
技创新能力、民生保障水平，提升城
市魅力和活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
郑州，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
供强劲动力和支撑。

高质量打造“一枢纽、一门户、三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