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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今年经济工作的
总体要求是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突出
“奋发有为”总要求，以高质量发
展为根本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国家中心城市次
中心建设为统揽，以黄帝文化历
史名城、现代临空产业新城、郑

州南部生态绿城建设为载体，以
破解制约新郑发展的突出矛盾
为突破，坚持“四重点一稳定一
保证”工作总格局，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坚持项目带动、项
目化推进工作，继续打好“三大
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
工作，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

投资、稳预期，提振信心、激发活
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大局稳定，加快新郑高质量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步伐，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实现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应有
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新郑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1月22日，中国共产党
新郑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九
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召开。会议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和
郑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部
署，安排部署新郑市2019
年经济工作，引导全市上
下学深悟透上三级决策部
署精神，把握发展大势、保
持战略定力、激发奋斗精
神，奋力开创新郑高质量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
心新局面，为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实现中原更
加出彩作出应有贡献，以
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
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

会上，新郑市委书记
刘建武代表市委常委会作
讲话。新郑市委副书记、
市长马志峰对2018年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总结，
对2019年经济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新郑市委常委
曹东锋、徐卫东、赵建武、
王智明、秦洪源、张慧娴、
李慧芳、胡其宝在主席台
就座。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省委和郑州市委
对当前形势的重大判断和
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
领会，全面正确把握，紧密
结合新郑实际，谋划好、推
进好新郑高质量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次中心各项工
作。要拔高站位、认清形
势，切实增强高质量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的信
念信心。聚焦重点、把握
关键，推动高质量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稳步向
前。要加强领导、勇于承
担，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
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秦龙 文/图

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
省，目前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
成，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增
长空间还很大：郑州已经实现常
住人口破千万、GDP破万亿，人均
GDP破十万，成功跻身特大城市
行列，在中原城市群中的“带头大
哥”地位日益稳固，以郑州为中心
的两小时高铁经济圈，形成了覆
盖近 4亿人口的货物集散和消费
圈，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在全国大
市场、大流通中的枢纽地位日益
突出，同时已集聚的郑州航空港
区、国家中心城市、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等众多国家战略“红利”
加快释放，为新郑借势发展、高质

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提供
了更多有利条件。近年来，新郑
市连续十几年成功举办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和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大力弘扬黄帝文化，建设黄帝文
化历史名城，所形成的巨大政治、
经济、文化和其他影响，不仅对河
南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
和郑州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发挥了重大作用，也
对拉动新郑经济社会发展、助
推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
中心方面发挥并将持续发挥其
独特优势；生物医药和现代食
品形成集聚效应，对全市产业
发展形成战略支撑，新代电子
信息智能装制造等战略性产业

正在加快培育，为全市工业发
展积蓄了后劲、进入了动力。
现代临空产业新城建设已开局
起步。新郑市对 9 条河流 173
公里河道实施高标准治理，大
力建设滨河景观公园，精心打
造城市街头游园深入推进国土
绿化工作，全市森林覆盖率、城
市建成区绿化率在全省走在了
前列。总体上看，新郑建设黄
帝文化历史名城、现代临空产
业新城、郑州南部生态绿城有挑
战更有机遇，有压力更有动力，机
遇大于挑战，特别是随着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加快，新郑
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
的进程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确定2019年
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

2019年新郑市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 8%左右，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8%左右，主要工
业增加值增长7.5%左右，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8%以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9.5%左右，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节能减排和环保等约束性
指标完成上级下达目标。全面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
国家创新型县（市），努力打造中
部地区最具活力的创新示范区。
高质量建设电子商务等“1+3”创
新创业综合体、众创空间和科技
企业孵化器，全年新入驻各类企
业项目 200 个、团队 100 个以
上。加快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
强科技创新投入，力争新增院士
工作站 1家、郑州市级以上研发
中心 6家，转化科技成果 13项，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5%。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力争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5家。
打好碧水保卫战。以实施“四水
同治”为重点，全面落实“河长
制”，深入开展“三污一净”专项
行动，确保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严格落实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全力促进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一要着力提升现
代农业效益。加大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力度，新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 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6家。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品
牌建设，建成85个农药经营主体
安全追溯点，新认证“三品一标”
农产品10个，争创省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县（市）。二要深入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投入2
亿元，完成100个村改厕工作，力
争打造 11个人居环境整治示范
村、22条示范街道；投入 1.5亿
元，建成33个行政村农村污水处
理站（厂），实现 133个规划保留
村农村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特
色”发展思路，积极培育特色民
宿、田园体验等乡村旅游新业
态，高质量建设潩水寨等 6个美
丽乡村，着力打造一批宜居宜业
宜游的美丽乡村品牌。三要扎
实推进农村改革。完成255个村
（社区）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探索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新机制，
促进农村资源要素合理流转。
四要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持
续抓好行业扶贫、集体经济发展
等关键环节，投资 1.9亿元谋划
实施扶贫项目 108个，具茨山
887户 4056人搬迁入住社区。
扎实做好结对帮扶工作，全力帮
助南召县脱贫摘帽。

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运行形
势，对全市重点经济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一年来，新郑市以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建设为
统揽，以黄帝文化历史名城、现代
临空产业新城、郑州南部生态绿
城建设为载体，持续深化“四重点
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总格局，开拓
创新、务实重干，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 779.3亿元，增长 7％；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亿元，增长
9.7％，其中，税收 55.6亿元，增长
20.6％，税收占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比重达 74.1%，较上年提
高6.7个百分点，总量蝉联全省县
（市）首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0.8亿元，增长 13.3％；城镇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 33450 元和 21562 元，增长
8.3％、8.5％；三次产业比调整为
2.9:49.5:47.6；全国中小城市综合
实力百强县（市）、县域经济基本
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分别升至
第40位、33位，县域经济发展质量
总体评价连年位居全省首位。龙
湖镇连续 4年全省唯一跻身全国
综合实力百强镇，排名第79位。

全年投入民生资金 84.5亿
元，同比增长15.8％，占财政总支
出比重达81.5％。深入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投资 8360万元整
治提升 11个示范村村容村貌，投

资 2.9亿元建成 54个行政村生活
污水集中处理工程，投资 2300万
元全面启动农村改厨改厕改水工
程，重新认定郑州市级以上卫生
村（社区）44个，薛店镇通过国家
卫生镇复审。新增城镇就业再
就业 7920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1
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6590万
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分别提高至 630元、430元，职
工和居民医疗保险年度最高支
付限额统一提高至 55万元。新
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30所，
新增学位 3万个，创新郑教育发
展史最高纪录；高考成绩综合评
价连续 27年保持郑州县（市）领
先位次。

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步入新发展阶段

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突出“奋发有为”总要求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重点经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