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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

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2012
河南两会

□河南日报记者 刘亚辉 晚报记者 李萌

本报讯 1月 9日下午，省十一届人大五次
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和关于《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草
案）》的说明。

省领导卢展工、郭庚茂、叶冬松、邓凯、李
克、毛万春、周和平、史济春、吴天君在主席台就
座。

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执行主席连
维良、毛超峰、李新民、曹维新、王菊梅、刘孟合、
祁金立、赵顷霖、张广智、丁巍、毛引端、陈铁平、
张长森、张金保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主
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菊梅主持。

范钦臣、李清林也在主席台就座。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维新作省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曹维新说，2011年，省人大常委会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坚持“四个重在”实践要领，坚持准确
站位、履职尽责、依法依规、求真务实，较好地完
成了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审议通过 14 部法规，听取审议 8 个专项工作报
告，组织开展 7个方面的执法检查，作出 9项决
议决定，依法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进一步发
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为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科学发
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
工作。一是紧紧围绕发展大局，全力推进中原
经济区建设。二是高度重视民生，推动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是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更好地代表和维护人民权
益。四是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增强依
法履职成效。五是深入开展加快领导方式转变
学习实践活动，全面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曹维新说，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一年，中原经济区建设也将进入全面
加速推进的新阶段。省人大常委会要认真贯彻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九次
党代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务实重效、持
续求进，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着力提升履职水
平，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八大胜利召开。一要着眼大局，切实做好立法

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扎实开展监督工作。三
要落实措施，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四要着力
提升，持续推进常委会自身建设。

常务副省长李克受省长郭庚茂委托，代表
省人民政府就《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草
案）》向大会作说明。李克说，为贯彻国务院《关
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
见》精神，落实省九次党代会部署，在认真总结
实施《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取得积极成
效的基础上，根据发展实践新要求，省委、省政
府组织省发改委等部门制定了《河南省建设中
原经济区纲要（草案）》。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
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李克
分五个部分作了说明：一、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
设中原经济区的重大意义；二、关于建设中原经
济区的总体要求；三、关于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
略布局；四、关于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支撑；
五、关于建设中原经济区的保障措施。

李克说，落实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总体要求
和战略部署，必须强化战略支撑。《纲要草案》重
点对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十大战略支撑体系”进
行了谋划表述，分别是：构建统筹城乡的新型城

镇化支撑体系，构建竞争力强的新型工业化支
撑体系，构建优质高效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支撑
体系，构建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体
系，构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开发支撑体系，构建
充满活力的创新支撑体系，构建内外互动的开
放型经济支撑体系，构建繁荣发展的中原文化
支撑体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撑体
系，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支撑体系。

会议表决通过了本次大会选举办法。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有：孔玉芳、刘怀

廉、王文超、王明义、刘新民、张程锋、铁代生、储
亚平、蒋笃运、秦玉海、张大卫、徐济超、刘满仓、
陈雪枫、赵建才、王训智、靳绥东、邓永俭、王平、
李英杰、龚立群、梁静、张亚忠、高体健、袁祖亮、
张立勇、蔡宁、李柏拴、陈小江、曹建新、郭守苓、
李绍山、张训彩。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袁家新、李长铎、张世
军、李志斌、张以祥、夏清成、李中央、吴全智、贾
连朝、李道民、王尚宇和大会主席团成员。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省政协十届五次
会议的政协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了会
议。

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
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关于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草案的说明

五年彰显优势，十年实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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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彰显优势，十年实现崛起。中原经济区建设，明确提出了“两步
走”的宏伟蓝图。昨日下午召开的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大会上，
作为我省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的纲领性文件，备受各方关注的《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草案）》
（以下简称《纲要（草案）》）正式推出。 晚报记者 裴蕾 张璇 李萌

到 2020年，粮食生产优势地位更加
稳固，工业化、城镇化达到或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化，基本形成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建设成为
城乡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
优良、社会和谐文明，在全国具有重要影
响的经济区。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形成以中原城市
群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粮食生产核
心区为重点的农业战略格局，以“四区两带”
为重点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A.中原城市群。按照向心布局、集群发展
的要求，提升郑州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巩固提高洛阳副中心城市地位，联动周边城
市，增强地区性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带动能力，
推进城际轨道交通体系和高速铁路建设，加强
城市功能互补和产业分工，加快产业集聚，实
现交通一体、产业链接、服务共享、生态共建，
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建设辐射带动能力
强、经济联系紧密、城市层级分明、体系结构合
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城市群。

B.粮食生产核心区。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大局出发，依托黄淮海平原、南阳盆地和豫北
豫西山前平原产粮大县（市、区），实施农业综合
开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
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形成规模效益明显
的粮食主要生产区，发展现代农业，引导农产品
加工、流通、储运企业向主产区集聚，建设集中
连片、高产稳产的国家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

C.生态功能区。以山脉、丘陵、水系为骨
干，以山、林、河、田为要素，推进建设桐柏大
别山地生态区、伏牛山地生态区、太行生态
区、平原生态涵养区，构建横跨东西的黄河滩
区生态涵养带和纵贯南北的南水北调中线生
态走廊，形成“四区两带”的区域生态格局。

构建统筹城乡的新型城镇化支撑体系
构建竞争力强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
构建优质高效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支撑体系
构建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构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开发支撑体系

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支撑体系
构建内外互动的开放型经济支撑体系
构建繁荣发展的中原文化支撑体系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撑体系
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支撑体系。

十大体系“撑”起中原经济区

发展目标：十年时间将分“两步走”

到2015年，初步形成发展活力彰显、
崛起态势强劲的经济区域。
综合经济实力明显提升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
的基础上，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力争高于中部地区平均
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8000元，财政总
收入增速高于生产总值增速，城镇化率
达到48%。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不断完善，内陆开放高地基本建成。
“三化”发展协调性明显提升

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新型城镇
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推
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产城互动的长
效机制基本建成，破解“三农”问题取得
重大进展，“三化”协调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
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新进展，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品更加丰
富，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教

育质量整体提高，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
断扩大，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
作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高地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
创新成果大量涌现，科技进步贡献不断
上升。
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
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同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提高，就
学、就业、就医、养老、住房等问题得到更
好解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
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民主法治更
加健全，社会管理更加完善，人民权益得
到更好保障，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撑作用明显提升

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
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
通运输枢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要经
济总量指标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
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地带，走在中
部地区崛起前列。

第一步：五年彰显优势

第二步：十年实现崛起

未来，我们建设中的中原经济区，其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也将更加清晰。
《纲要（草案）》提出，将按照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与国

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相衔接，优化中原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亮点一：中原经济区总体发展布局

按照核心带动、轴带发展、节点提升、对
接周边的原则，努力构建放射状、网络化、板
块式发展格局。

推动区域互动联动发展，形成板块优
势。增强郑州龙头作用和中心作用，推进郑
汴一体化发展，建设郑洛三工业走廊，促进郑
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
河、济源融合发展，努力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
增长板块，提高区域发展的整体带动能力。强
化洛阳、三门峡、济源、焦作协同发展，巩固在
陕晋豫毗邻地区的领先地位，发挥在关中——
天水经济区、太原城市群对接互动中的中坚作
用。促进安阳、鹤壁、濮阳联动发展，凸显在晋
冀鲁豫毗邻地区的优势，成为与环渤海经济圈
衔接联系的前沿。推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
阳、南阳合作发展，增强在豫皖鄂陕毗邻地区
和淮海经济协作区中的影响力，发挥承接东部

产业转移的前锋作用和对接沿长江中游经济
带的骨干作用。各地要准确定位、主动融入，
互动联动、协力推进，形成各自优势充分发挥、
板块优势充分彰显的良好局面。

依托重要交通通道，优化空间开发格
局。提升郑州交通枢纽、商务、物流、金融等
服务功能，推进郑州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增
强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带动能力。依托亚欧
大陆桥通道，壮大沿陇海发展轴；依托京广通
道，拓展纵向发展轴；依托东北西南向、东南
西北向运输通道，培育新的发展轴，形成重点
开发地带。逐步扩大轴带节点城市规模，完
善城市功能，推进错位发展，提升辐射能力，
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新格局。加强对外联系通道建设，促进与
毗邻地区融合发展，密切与周边经济区的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强力的支撑体系。《纲要（草案）》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十大战略
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