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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到 2015 年,我省主要人均经济
指标超过中部地区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
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城镇化发展接近中
部平均水平,中原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的
竞争力与辐射力进一步提升,经济转型和
社会转型迈出重要步伐,区域一体化发展
格局初步形成,成为支撑中部崛起的重要
区域。

主要目标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38000元,城镇化率达到48%,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分别达到24460元和8460元,耕地保有量
不低于全国下达的指标,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新增建设用地消耗量持续下降,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分别累计下降25%和30%,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80%,森林覆盖率提
高 2.3个百分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
率保持在95%以上。

到 2020 年,主要人均经济指标赶上
并力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
努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中原城市群在
全国的竞争力与辐射力明显提升,经济
转型和社会转型实现新跨越,区域一体
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初步成为中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在此基础上
继续努力,基本建成科学发展、统筹协
调、开放创新、和谐繁荣的中原经济区,
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板块。

为了加快中部崛起，实施方案确定
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能源原材料基地
建设、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建设、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重点地区
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
展、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八大重点任
务。

解读：我省要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
稳定增长的核心区。今后要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加大对种粮农民补贴力度和对产
粮大县转移支付力度。

任务：到 2015 年，畜牧、花卉、蔬菜、林
果和水产五个产业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的比重达到 70% 以上；力争到“十二五”
末 , 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达到
600 家以上，营业收入超 10 亿元的龙头
企业达到 50 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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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规划实施方案正式出炉

河南奋斗目标：五年彰显优势，十年实现崛起
给郑州的定位是——

提升郑州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五年内力争培育成为特大城市

几易其稿，历时两年，2010
年8月25日，国家发改委终于
公布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
划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
见》)。

自“中部崛起”论调的提
出，中部地区的山西、湖南、湖
北、河南、江西、安徽六省开始
奋起直追求发展，提出各自的
发展战略。

我省如何在中部实现率先
崛起呢？昨日，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下发了《河南省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方案》，提出
要把我省建成全国“三化”协调
发展示范区和全国重要的经济
增长板块，紧紧围绕中原经济
区建设，有步骤、分阶段推进

《规划》实施,努力实现五年彰
显优势,十年实现崛起。

解读：保障省内能源供应,积极利用省外
资源,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和布局,提高能源开发
和利用效率，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
代能源产业体系,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
地，开展煤炭基地建设，电力基地和电网建设，

大力发展原材料精深加工，加强重要矿产资源
勘察等工作。

任务：稳定焦作、鹤壁、义马、永城矿区产
量，高效开发郑州、平顶山矿区，增强煤炭保障
能力，煤炭产能稳定在2.2亿吨；培育壮大骨干

煤炭企业，形成1~2个亿吨级产能的大型煤炭
企业集团，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强力推进核
电建设，争取开工南阳核电项目，加快信阳、洛
阳、平顶山等核电前期工作；推进大用户直供
电工作，实现城乡各类用电同网同价。

解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优先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
地和全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任务：建设中原电气谷、洛阳动力谷和郑
州、新乡、南阳、安阳、焦作、开封、济源新型装
备制造业基地；重点发展经济型汽车、轻型商用

车、中高档客车、中重卡车,大力发展专用汽车,建
设郑州百万辆汽车基地,建成全国重要的汽车制
造基地和辐射中西部的汽车服务贸易中心。

解读：加快铁路、民航、公路、水运、管道、
邮政及城市交通建设,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
的整体优势和组合效率,形成以郑州为中心、
地区性枢纽为节点，多种交通方式高效衔接、
紧密联系、功能互补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

任务：按照客运“零距离换乘”、货运“无缝
衔接”理念,加快郑州东站、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和郑州火车站三大客运综合枢纽建设改造；改
造提升洛阳、南阳、商丘、信阳、安阳、三门峡等
一批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形成与郑州联动发
展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加快铁路网建设，2015 年全省铁路运营
里程达到 6400 公里以上,其中客运专线 1400
公里、城际铁路500公里,基本实现所有省辖市
通快速铁路(客运专线或城际铁路)；实现2015

年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25 万公里，全省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6600 公里以上,21 条
跨省通道全部打通,基本实现所有县(市)20分
钟以内上高速公路,形成完善的高速公路网。
到2015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年旅客、货邮吞
吐量分别达到 2000 万人次和 28 万吨,初步建
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内航线中转换乘中心
和国际货运集散中心。

解读：抓两头、带中间,针对不同类型区域
进行分类管理和指导，尤其要快推进中原城市
群发展，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积极扶持革
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加快发展旅游产业。

任务：提升郑州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地
位,强化郑州的龙头带动作用，在郑州至开封、
洛阳、新乡、许昌之间，形成“两干三城”便捷快
速交通网,实现郑州与周边城市联动发展；强化

郑州、洛阳、开封的重要支撑作用,发挥商丘、三
门峡等城市的支撑作用，培育形成郑汴洛工业
走廊。力争到“十二五”末,中心城市全部进入
大城市行列，基础条件好的成为特大城市。

解读：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主要
任务包括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切实加强环境
保护，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

任务：全面推进节能降耗，组织实施工业
节能综合改造、建筑节能、低碳交通、公共机构节
能、重大节能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节能产品惠
民、节能服务体系建设、节能能力建设等八大重

点节能工程,实施千家重点用能单位节能减碳计
划。加强丹江口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工
作；推进贾鲁河郑州段、惠济河开封段、卫河新乡
段、北汝河平顶山段等重点河段综合治理。

解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中原崛起的
重要目标,着力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主要任务包括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繁荣文化
体育事业,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扩大就
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加快发展残疾人事
业。

任务：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
接受良好义务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到 2012 年保证
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
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
费逐步增长。

全面推进县级医院、中心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使每个县至少有一所
县级医院和 3~5 所中心乡镇卫生院达到标
准化水平，每个行政村都有标准化村卫生
室；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建设，
省辖市、县级市每个街道办事处拥有一所集
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功能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

解读：抓住产业加快转移的机遇,坚持对
内对外开放并举、扩大总量与提高质量并重、
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
和空间，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
放格局，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任务：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资源性
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引导国有资本从一
般竞争性行业退出,有选择地向战略性新兴

产业、融资性非金融机构、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发展；启动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开展竞
价上网试点,鼓励大用户与发电企业协商确
定电价；全面推行居民用电、用水、用气阶梯
价格改革；坚持“污染者付费”原则,逐步将
排污费标准提高到能够补偿环境治理成本的
水平。

到2015年,力争引进世界500强企业突破

100家,建成外商直接投资专业园区 10 个以
上,五年累计利用外资突破 535 亿美元；全面
加强与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皖西北等周边
地区的合作,力争在交通、资源开发、市场、
旅游、生态、产业等领域对率先突破,构建中
原经济区合作区,形成内部融合、联动周边、
贯通东西的发展态势；加强与长江中游经济
带的合作,形成南北呼应、促进中部崛起的
两大支撑。

晚报记者 孙娟 裴蕾
实习生 杨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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