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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篇新新

（一）路，始于脚下，是前进的方向，行动
的指南。古往今来，凡辉煌，凡崛起，无一不
与探索走出一条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息息相
关。路正则通，路畅则快，路明则达。

建设中原经济区，是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与时俱进的发展壮举。其核心与灵魂，是
持续探索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
态和环境为代价，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这是一条符合河南
实际、具有河南特色的振兴之路，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崛起之路。

（二）“一高一低”、“两个较高”、“两大跨
越”、“两高一低”，鉴往知来，薪火相承，思路
在持续，目标在持续，探索在持续；

“十八罗汉闹中原”、中原城市群、粮食生
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延伸、拓展、深化，内
涵在提升，带动在提升，战略在提升；

遵循规律、科学发展，攻坚克难、民富省
强，站位全局、立足河南，发展与转变在统筹，
当前与长远在统筹，大局与局部在统筹；

农业更先进、工业更发达，环境更优美，
社会更和谐。发展思路在为民，发展方式在
为民，发展成果在为民。

（三）“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开阔的视
野、更加务实的作风，全力做好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各项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上，谱
写中原崛起新篇章。”胡锦涛总书记的谆谆嘱
托催人奋进。

“河南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也象征着祖国
的发展，我对中原经济区、对河南发展寄予厚
望。”温家宝总理的深情话语鼓舞人心。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三化”协调
科学发展上率先闯出一条新路，是河南自身
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全国大局的体现。

（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成
功的模式可供参考，我们要敢为天下先，勇
于迎接多重考验。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
价的路子我们走不通，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巨
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获取快速发展的路子我
们走不通。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发展不
平衡的基本省情没有根本改变，“钱从哪里
来、人往哪里去、粮食怎么保、民生怎么
办”……是我们要长期冷静面对的道道难
题，对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要保持足够
的清醒。

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三化”发展不充分，
农业大而不强，工业全而不优，城镇化慢而落
后。“三化”发展不协调，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
难以有效转移，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现代化
步履维艰；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不够，二、三
产业发展缺乏基础，工业化水平难以提升；城
乡二元分割，“三农”问题突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任务艰巨。

领导方式亟待转变：有的地方只图局部
受益，不顾全局受损；有的地方只图眼前好
过，不顾长远利益；有的地方只图数字报表，
不顾客观实效；有的地方只图一时政绩，不顾
后人负担。

推动发展改革工作的方式方法亟待转
变：

有的地方履责善谋能力不强，研究问题
不深、学习知识不够、分析形势不透，主动出
主意、想办法不多，难以当好参谋；

有的地方谋划发展缺乏战略性、前瞻性、
开放性，打不开思路，跳不出惯性思维，造成
有些规划只能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有的地方谋划项目水平低，不能很好把
握市场需求，不重视主导产业培育，不讲求
竞争力，为上项目而上项目，急功近利，“高
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项目比重大，发展不
可持续；

有的地方推动改革不敢碰硬，上面怎么
说下面怎么说，遇到问题绕着走，一些改革年
年喊、推不动、没进展；

有的地方调控经济习惯行政推动，疏于
市场运作、服务解难，大呼隆、“一刀切”，有时
越位、有时缺位、有时错位。

（五）观念转变天地宽，方式转变道路
明。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必将越走越宽广。

（六）抓关键、带全局，新型城镇化是引
领。

卢展工书记指出，“建设中原经济区，走
好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
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新型城镇
化是引领”。

我省作为欠发达省份，农业比重大，农村
人口多，土地资源紧张，传统城镇化难以从根
本上解决河南的实际问题。河南的新型城镇
化，“既要考虑到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村的
问题，又要考虑到农村对工业化、城镇化的推
进作用”，“如果离开了农村、离开农民、离开
了农业，这个城镇化很难是新型城镇化，充其
量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转
化为城镇居民，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才能
有空间；推进农村新型社区、产业集聚区建
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工业发展、城镇建设
用地才能有保障；优化城乡产业布局，促进集
约集聚，工业化发展才能提升水平；推动城市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农村发展
才能和谐；充分挖掘巨大的内需潜力，经济发
展的动力才能持久强劲。

新型城镇化源于实践：
新乡市从城市新区、产业集聚区和交通

干道等周边重点区域入手，首批启动的369个
农村新型社区，建成后可节约土地26万亩。

鹤淇产业聚集区推动区内村庄整体搬
迁，集中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支持项目集中布
局和基础设施连片开发，2万多农民群众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

滑县积极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商养
居、以商补农，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实现了农
民“失”地不失利、不失权、不失业。

舞钢市从实际出发，构建“一城四镇十七
个中心社区”的城镇体系，农民不出社区就可
满足购物、就医、就学、休闲娱乐等现代生活
需求，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变化。

大胆试、大胆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新型城镇化重在求新：

“新”在城乡统筹。顺应人民群众过上美

好生活的期盼，紧紧抓住农村新型社区这个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统筹城乡发展的
结合点、促进农村发展的增长点，使农民群众
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参与者和最大受益
者；促进中心城市组团式发展，加快城市新
区、县城和中心镇建设，增强以城带乡能力，
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新”在产城互动。以产兴城、依城促产，
紧紧抓住产业集聚区建设不放松，培育壮大
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中心城
市和县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农
民变为市民；把中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作
为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有效载体，促进
更多的农村产业融入现代化大生产的链条，
更多的农民实现就近就业，享受现代城市文
明的成果。

“新”在节约集约。统筹安排农田保护、
城镇建设、产业集聚、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
严格耕地保护和城乡节约用地，推动农村新
型社区建设、农村土地整治和农业规模经营，
向节约要空间、向集约要效益。

“新”在和谐发展。着力民生民心，从水
电路气网、教科文卫体等看得见、用得着的领
域入手，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
服务向农村覆盖，让农民富起来、跟上来。尊
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推动
城中村、产业集聚区内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市
民，支持城市新区、城市近郊区和基础条件较
好的地方加快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典型示范、
率先突破、带动全局。

（七）高起点、高水平，“三化”协调是核
心。

郭庚茂省长指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
心主题是‘三化’协调。无论是河南自身发
展，还是从全国大局出发，都迫切需要解决

‘三化’协调发展的问题”。
高起点、高水平推进“三化”协调，体现在

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大
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协调发展
的新型城镇化格局，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抢
抓产业转移机遇，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
立现代产业体系，带动“三化”协调发展；巩固
农业基础地位，建立粮食稳定增产长效机制，
夯实“三化”协调发展的基础。

高起点、高水平推进“三化”协调，体现在
加快“一个载体、三个体系”建设，推进企业集
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
集合构建、人口向城镇转移，以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带动和提升农业现代化，实现城
乡共同繁荣。

（八）仓廪实、生态美，“两个不牺牲”是前
提。

既保“天下粮仓”，又建“国人厨房”。建
设粮食生产核心区，耕地守红线，水利强基
础，科技增效益，产量稳提升。打造现代农业
产业链，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向高产、优质、高
效、生态、安全进军，向二产、三产拓展延伸。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突出人
地和谐、人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节约优先、
集约发展、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喝上放心
水、呼吸到新鲜空气，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生

态财富。
（九）走好这条路，基础设施须先行。加

快构建高速公路网、快速铁路网、坚强电网、
信息网、水网和生态系统“五网一系统”，基础
更扎实、保障更有力。

枢纽是河南的象征，标志着在全国发展
格局中的地位。推进高速公路内连外通，建
设“米”字形铁路网，打造郑州国内大型航空
枢纽，公铁航高效衔接、功能互补，通江达海、
走向世界，撑起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的脊梁。

（十）走好这条路，改革创新强动力。破
瓶颈、解难题，标本兼治求突破，探索建立农
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机制、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机制、城乡利益平衡机制，使“三化”协调
科学发展的动力越来越澎湃。

（十一）走好这条路，扩大开放拓空间。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大潮风起云涌，中原经济
区建设如火如荼，海内外客商更加看好河
南。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紧紧抓
住战略机遇期，深入推进大招商，更大规模更
高水平承接产业转移，一举应多变，一举求多
效。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时不我待。

（十二）走好这条路，遵循规律抓根本。
遵循区域发展规律，突破行政区划束缚，

站位全局，主动融入；突破“小而全”观念束
缚，发挥比较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突破“画
地为牢”思维禁锢，合作共赢图发展。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正确把握比较优势
与后发优势，一手抓高成长性产业发展和战
略新兴产业培育，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正确认识“重”与“轻”，“重”未必不合理，“轻”
未必就先进，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正确对待

“工”与“农”，上工业不一定都赚钱，抓农业未
必没出路。

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
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运用产业政策、价
格政策、财税政策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搞
好调控调节。

遵循运作规律，坚持“三具两基一抓手”，
围绕大局抓运作，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突出
中心抓运作，重点突破，举纲带目；依法合规
抓运作，不碰高压线，不留后遗症。

（十三）走好这条路，项目带动为抓手。
项目谋划重水平，着力在产业转型升级、

民生、农村新型社区等领域和基地型、龙头
型、引领型等重大项目谋划上下工夫。项目
前期重服务，着力在联审联批、提高审批效率
上下工夫。项目推进重协调，着力在保障要
素供给、优化建设环境上下工夫。项目建设
重质量，着力在建设优质工程、百年工程上下
工夫。

（十四）谋发展大计重实，抓发展大事重
效。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展思路切合实际，发
展目标切实可行，发展举措切实对路；调控调
节重实效，推动改革重实效，审批审核重高
效，资金安排重高效。

（十五）大路朝天走走走，河南朝前走，整
个世界注视着咱，赶路正是好时候。“三化”协
调科学发展，路在脚下；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前程锦绣。

大路朝天 □何平

河有道，山有脉，路径条条，纵横世界。
南辕北辙，万事成空，几多人行程苦短命途
舛；掌舵把向，顺风顺水，几多人一路高唱
凯歌旋。无数事实证明，思路决定道路，道
路验证思路；思路不清路子短，道路通畅天
地宽。

大象前行，气势磅礴，“一个引领”，“两
不牺牲”，“三化”协调，正在中原大地上铺
就一条符合河南省情、具有鲜明特色的科学
发展之路。

持续、延伸、拓展、深化。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之路，从历史厚重的云烟中走来，由
今天务实的抉择中显现，自亿万父老的渴盼
中诞生，在光明远景的憧憬中拓展。

大路朝天，科学发展前程锦绣；路在脚
下，步履坚定只争朝夕。

路在脚下，落在重做重效。不能夸夸其
谈走形式，务必脚踏实地求作为，一砖一瓦
垒砌，一点一滴汇集，以聚沙成塔的精神，干
出一条健康发展的新路子，为加快河南振兴
夯实基础。

路在脚下，勇在敢闯敢创。不能因循守

旧看摊子，树立敢拼会赢新形象，敢想敢干
敢试，创新创造创业，以前所未有的实践，闯
出一条协调发展的新途径，为解决中国发展
难题树立样板。

路在脚下，重在持续持久。不能思路多
变急功利，唯有持之以恒成大业，持续思路
举措，提升发展品质，以切实有效的运作，铺
出一条快速发展的新轨道，为推动中部崛起
贡献力量。

路在脚下，贵在求真求实。不能呼呼隆
隆一阵风，坚持遵循规律抓根本，真心真意

真做，实心实诚实行，以实事求是的作风，趟
出一条务实发展的新坦途，为实现中原人民
福祉再立新功。

寓发的《崛起之路更宽广》告诉我们，路
遥知实力，日久见众心，勤劳勇敢的中原儿
女正意气风发地沿着崛起振兴之路开拓进
取。读文章，细思量，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
油然而生：虽然征程路漫漫，尽管前行路艰
难，探出了路就不会犹豫，修好了路就不要
止步，看准了路就不能言弃，走对了路就不
怕路远。

□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