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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好市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高新
区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担当、践行运作、
践行实干，全力打造‘产业高端、现代文明、生态
宜居’高新城，努力在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发挥科
技创新极作用。”谈起学习市委全会精神和外出
学习考察收获，高新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
建国看到更多的是差距和不足，想得更多的是担
当和实干。

郑州都市区建设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市委
十届三次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让郑州高新区重
新审视发展战略，科学定位发展目标，勇于担当，
敢于超越，奋力发挥科技创新极的辐射带动作用
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在郑州都
市区建设中“挑大梁、走前头”。立足既有优势，高
新区全力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全面加快3家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仅2012年上半年，就新增申报专利
数1011件，申报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8家。

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全国找坐标、中部
求超越、河南挑大梁”的建设目标，未来3年内，高
新区将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在实现“全域城市
化”方面求超越；以总投资 72亿元的中国联通中
原数据基地、总投资20亿元的微软教育云计算产
业园、总投资45亿元的中国移动河南数据基地等
重大项目为载体，在打造中部数据信息枢纽上求
超越；以总投资 33亿元的国家中原广告产业园、

总投资12亿元的国家动漫基地等项目为载体，在
打造中部动漫、广告创意产业高地上求超越。

目标已确定，标杆已拉高，关键在担当，落脚
在实干。按照既定战略，今后3年，高新区将以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新型城镇化、现代产业体系构
建、网格化管理3项主体工作为行动纲领，进一步
理清思路，克难攻坚，破解瓶颈，全力以赴加快建
设产业高端、现代文明、生态宜居的高新城。

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全区城市化。按照
“3年拆迁2000万、实现全区城市化”的目标，用3
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区内城中村改造、合村并城
涉及的 74 个村的拆迁，完成拆迁面积约 2000 万
平方米，新开工面积约 2300万平方米；同时全力
加快生态廊道、水系、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按高
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3年完成投资约100
亿元，努力实现居民生活城市化。

加快新兴工业化，打造科技创新极。区域要
发展，产业是支撑，项目是龙头。按照“3年投入
500亿，实现产出 2000亿”的目标，围绕电子信息
主导产业、服务业、总部经济和建成区升级改造，
针对“三力”项目开展大招商，确保每年完成产业
项目投资150亿元以上。以中国联通中原数据基
地、中国移动数据基地、微软教育云计算产业园
等项目为重点，以郑州 IT产业园、国家动漫基地
和国家中原广告产业园等项目为载体，在打造中

部 IT产业、动漫、广告产业高地上求创新。加快
推进大学科技园（东区）、电子电器产业园、汉威
物联网、石佛艺术公社、联强国际等重点项目建
设。3 年完成产业投资 500 亿元；2014 年营业收
入力争达到2000亿元，其中主导产业销售收入占
营业收入的60%以上。同时，要始终坚持创新特
色，不断增强创新活力，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到 2014年，在确保建成机械研究所、中铁隧
道、中棉所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实现新
申报获批三磨所、烟草研究院 2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公共技术平台支撑功能进一步发挥，努力打
造郑州都市区科技创新极。预计到2014年，高新
区专利申报将达到 1 万件，科技成果转化 5000
件，市级以上研发机构增至400家。

完善网格化体系，实现精细化管理。通过进
一步提高网格长素质，加强条块融合，完善健全
各项机制；充分发挥高新区高科技优势，加快无
线网络、视频监控和“交互式政府云服务平台”建
设，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数字城市管理全覆盖、
视频监控全覆盖、群众问政“零距离”。力争在网
格化管理上实现“三年跨越三大步，城市管理精
细化”：2012年遏止“三非”和其他各类新增问题；
2013年基本解决原有遗留问题；2014年初步实现
社会管理精细化，各类问题发现率在 95%以上，
整改率在95%以上。

敢担当 善运作 求超越
高新区加速建设高端宜居高新城

加快建设“产业
高端、现代文明、生态
宜居”高新城，重在担
当，关键在做，面对郑
州都市区建设的重大
发展机遇，郑州高新
区将以市委、市政府
确定的“三大主体”工

作为行动纲领，全力以赴推
进新型城镇化、现代产业体
系构建、网格化管理等各项
工作，到2014年，基本完成
全域内城中村改造、合村并
城涉及的 74 个村的拆迁，
实现全区城市化；完成产业
投资500亿元，营业收入力
争达到 2000 亿元，其中主
导产业销售收入占营业收
入的60%以上；社会管理初
步实现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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