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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在 为 民 ]

十年之治·发展成果普惠众生
□石大东

（上接T01版） 时序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胡锦涛总书记 2007年 6月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

指出：“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
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必
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
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文超同志 2008年 4月在《人
民日报》撰文专门就民生问题总结指出，发展是我们党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坚持发展，才能不断巩固改
善民生的物质基础。他同时指出，只有健全覆盖城乡的
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两大体系，破解上学、看病、住房三
大民生热点问题，维护食品药品、生产、社会三大安全，
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生态文明，才能抓住民生根本，确保
民生安定，丰富民生内涵，改善民生环境。

回顾10年前，郑州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统计显示，2000年，郑州生产总值仅为 728.4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近 46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43.6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57.5亿元，全市工业增
加值完成310亿元，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330亿元，全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5亿元。

当然，纵向比，我们的的确确比改革开放初期、更比
解放初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其他省会城市都
在比拼大小、争当龙头的世纪之交，横向比起来，2000年的
郑州，已然与“中原之中”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了。

社会物质基础不足，还怎么保障和改善民生？
出生在河南省鹿邑县的道家始祖老子，在其著作

《道德经》的第三十三章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我们更熟悉的是出自《周易》的那句名言：“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
新世纪十年来，郑州城市和经济变化的是不断攀升

的数据，而发展思路重在民生的方向始终未变，项项紧
贴民生：强化枢纽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建设商贸都市，
发展现代农业。

十年后的郑州，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来保障和改善
民生？我们继续用硬朗的数据说话：

2009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超3300亿元，在全国省
会城市中位居第九，是2000年的4.53倍；地方财政收入
521.7亿元，10年增长 11.3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301.9 亿元，增长近 7 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289.1亿元，增长近9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1332.5亿元，增长4.3倍；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400亿
元，增长 4.2倍；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434.8亿
元，增长4.16倍。

这十年，城乡居民收入更趋多元，从工资收入占绝
对主体到转移性、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全面增长。
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5935元提
高到2009年的17417元，增长1.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0年的2912元提高到2009年的8121元，增长1.8倍；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2009年达到 29837元，是 2000年
9017元的3.3倍，年均增长14.7%，比1978～1999年年均
增速12.7%加快2个百分点；2009年年底全市城乡居民储
蓄2511.2亿元，比2000年增长3.4倍，年均增长17.2%。

虽然数据都是枯燥的，不能直观、感性地展示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数据又是真实的，是十年变化最理
性、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5个方面，
新世纪郑州十年的民生建设已硕果凸显——

教育，民生之望：
明末清初大儒朱舜水曾说：“敬教劝学，建国之大

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
2001年招生季，郑州的中小学校舍严重不足，如果

按中学标准班额的话，有两万多人将没有教室。9月开
学时，47中一个初中班足有112个人，过道窄得没法走，
老师讲桌两边甚至都各坐一个学生，这种情形给当时分
管文教商贸的副市长丁世显留下了深刻印象！为破解

“大班额”难题，当年年底，市政府决定，次年新建改扩建
4所中学。

当年 11月，借教育部、国家体委、团中央在郑州举
办中学生课外活动现场会之机，市政府分管领导争取到
了在郑州举办第九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机会。中运
会对承办城市中学的硬件设施要求很高，而当时郑州的
中学，宿舍没有 24 小时热水，没有空调，没有运动场
馆。机遇对于郑州、对于郑州的中学只有一次，在只剩
不到4年的筹备时间里，首批4所优质高中建起来了，18
个中学体育场馆建起来了，一批中学的食宿条件得到了
改善。2005年8月，第九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在郑州成
功举办。

由此开始，郑州拉开了新世纪大力新建中小学的序
幕。

加大投入是对教育最有力、最直接的支持。2002年
至2007年，郑州市区先后投资12亿元左右规划新建、改
扩建了 56所中小学校。2008年新建、改扩建 51所中小
学校，2009年18所中小学开工建设。2010年，将在市区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20所。

2006年，郑州比全省提前一年，对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实行免收杂费政策，2007年在全省率先全面免除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本费和作业本费，2008年秋
季，城市也开始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杂费。

郑州，在2008中国义务教育元年之前，率先实现了
既定目标。

就业，民生之本：
解决就业问题从 2002 年到 2006 年连续 5 年占据

“十件实事”的榜首。
2003年 9月，郑州市发放了首批小额担保贷款，12

月，政府出资购买公益型岗位提供给“4050”就业困难人
员；2005年，全市启动“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2006年，
政府出资为失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补贴；2007年，小额
担保贷款额度调高、贷款范围扩大；2009年，免困难企业
社保缴费……短短 10年，全市出台的就业优惠政策就
有 20 多个。近年来解决就业目标最后稳定在“12 万
人”，市劳动局就业处有关负责人解释，12万人的数字基
本是每年郑州市需要就业人数的总和。

通过不间断的努力，目前统筹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
已在我市基本形成：市民可以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
和不同地域间流动就业，还可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农
民进城就业破除户籍门槛和限制政策；大学生灵活就
业，各种政策一律放宽；城市就业服务网络和劳动力市
场延伸到农村……城乡居民的就业途径越来越宽广。

就医，民生之急：
早在 2006年，郑州市已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全覆盖；截至 2009年，新农合更大幅度惠及人民群
众，报销比例比2008年提高10%，封顶线由3万元增至5
万元，全市参合人数由 2008 年的 396.37 万人上升至
410.34万人，参合率达到97.92%。

2007年，郑州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试点城市，率先试水“全民医保”，从呱呱落地的婴儿到
耄耋老人，全部实现大病保障。郑州的全民医保受到兄
弟省市热切关注，先后有37个省区市考察团到郑州取经。

郑州模式的“片医负责制”影响力日益增强。全市

拥有181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人群达261.5万人，
中心城区覆盖率 88%。片医负责制试点由 2008年 7家
增至 27家，组建片医服务小组 225个，服务近 150万社
区居民。

2007年5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
视察鑫苑名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对我市社区卫生服务工
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社保，民生之依：
市委、市政府为保障郑州人“老有所养”的幸福生活

可谓不遗余力，周到细致。
截至 2009年年底，全市基本建立起符合实际的社

会保障制度体系，目前全市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已
达113.64万人，而正在享受养老待遇的离退休人员已达
28.35万人。10年中，全市所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
金全部实行了按时足额发放。全市 44个街道近 500个
社区和 106个乡镇的 2200多个行政村都已建立了社会
保障退管机构，全市98％的企业退休人员被纳入社区管
理服务。

与此同时，全市各项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建设也日
趋完善。目前，全市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 87.74万
人，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近 83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55.71万人和32万人，低保对象
16.1万人，125万省会居民和在郑大学生参加了“全民医
保”，全市已初步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救助等多层次
的社会保障体系。

安居，民生之基：
郑州市廉租住房制度始建于 2001年，2002年起市

委、市政府连续 8年将住房保障工作列入为民办理的
“十件实事”。2009年 11月 17日，首批 200套新建廉租
住房实物配租入住仪式在湖光新苑小区举行，市长赵建
才亲自将已建成并进行了简单装修的廉租住房钥匙发
放到经过三级遴选的实物配租廉租住户手中。目前市
区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约为14000户，到2011年末要完成
保障户数23656户。

在保障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同时，市委、市政府从构
建和谐郑州的全局出发，始终把“住有所居”作为改善民
生的重要举措。2005年和 2009年两次颁布实施《郑州
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缩小了适用人群，更加
向低收入者倾斜。

截至 2008年，郑州共开发建设经适房 661.51万平
方米，为 5.5 万余户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问
题。2009 年，全年开工建设经适房 156万平方米，竣工
103.7万平方米；廉租房新开工15万平方米，建成2.04万平
方米。2010年，计划新开工建设经济适用房150万平方
米，竣工106万平方米；新开工建设廉租房15万平方米。

新世纪这十年，郑州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由 2000年
的 19.8平方米，增加到 2009年的 26.6平方米。“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古人的美好愿景，正
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市已逐步形成了“高收入者和中
高收入者购商品房，中低收入者和部分中等收入者购经
济适用房，低收入者住廉租房”的模式，建立了“多层次、
多形态、多渠道”的住房供应体系。

从2002年开始，郑州市委、市政府每年都向市民承
诺办十件实事，件件落到实处。

无论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还是越织越密的社保网
络，都只是郑州改善民生的一个个侧面。

《荀子·修身》篇有言：“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
不为不成。”

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来说，民之所急，心之所系。
民生无小事，这绝非一个空洞的口号；民生无小事，在
今天的郑州，已化作洋溢在市民脸上、发自内心的幸
福微笑。

总编辑评论

郑州晚报大型系列政经报道《新世纪十年见郑》总题，由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亲笔题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