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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泽朗说过，请记住并相信这么一条真
理，未来不在命运中，而在我们自己手中。

郑州都市区建设，同样在我们自己手
中。

郑州都市区建设，事关郑州未来，事关
全省明天，事关 880 万郑州市民的康乐福
祉，事关中原经济区1.5亿人口的美好期盼。

重任在肩，我们责无旁贷；目标在前，我
们义无反顾！

决心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中挑大梁、
走前头的郑州，凝聚了880万市民饱满干劲
的郑州，胸怀百年、务实重干的郑州，正在按

照市委十届三次全会确定的目标，心无旁
骛，躬身前行；郑州都市区建设也已精彩开
局，风生水起！

不远的未来，郑州这片 7446.2 平方公
里的沸腾的热土，必将建成拥有千万人口
的高度发达的都市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初
成，“三化”协调发展，土地流转、城乡二元
等一系列瓶颈因素和深层矛盾被深度化
解；现代产业体系框架已成，三产布局趋
于合理，“郑州造”享誉全国、遍布世界，更
多人过上现代城市生活，更多人实现家门
口从容体面就业；网格化管理深入持续、

效果显著，人人都能享受到社会管理创新
的实惠和好处……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城
市更加宜居和谐，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

蓝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现在需要的，
就是踏踏实实的行动。郑州，正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得力的举措，
凝心聚力、狠抓落实，雷厉风行、主动作为，
奋力开创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新
局面。

手挽手、肩并肩，铆足劲、同心干，阔步
迈向美好明天！

□记者 袁勇 陈君琰 李记

中原经济区规划恢弘启幕，区域发
展竞争百舸争流。

身为近亿人口大省省会城市的郑
州，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伟大进程
中，担负着怎样的责任和使命？

定位于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
郑州都市区，靠什么领航中原、领舞中
部？

茫茫九脉流中原，纵横当有凌云
笔。

上月召开的郑州市委十届三次全
会，放眼中原经济区大格局，站在全国
城市明争暗赛的大舞台，考量郑州的发
展，分析郑州面临的形势、承担的责任
和难得的机遇，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工作进行再谋划、再动员、再部署。

全国找坐标，中部求超越，河南挑
大梁。

这次全会，是决定和影响郑州未来
几年超越发展的战略部署大会，也是团
结和带领全市人民把美好蓝图变成生
动现实的思想动员大会，对郑州和郑州
都市区建设，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会议召开以来，全市上下比照先进
城市查找不足，从市委全会精神中汲取
动力，以“三大主体”工作为主线、为重
点，合力奏响竞相发展的时代强音。

提高站位，担当挑大梁走前头
光荣使命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郑州的发展，不能就郑州说郑州，须跳出郑州看

郑州，须知中原、知中部，知全国、知世界。
省委书记卢展工强调，郑州兴有利于全局兴，郑

州稳有利于全局稳。郑州是河南发展的重心所在,
这个重心不单指地理位置的概念，也不单指郑州的
经济总量位居全省第一，而且指郑州的综合实力要
在全省占更大的分量，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发挥龙
头作用、重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

“郑州要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中挑大梁、走前
头”，这是省委、省政府对郑州的定位和要求，也是近
亿河南人对郑州的期盼和重托。

基于这样的要求，这次市委全会召开前，市委书
记吴天君、市长马懿率领我市党政考察团赴成都、长
沙、合肥三地学习考察，并调研分析了其他一些城市
的发展情况，让我们看到了郑州发展存在的差距：

2010年，郑州城镇化率为63.62%，同期，这一指
标武汉是 71.3% ，济南 65% 、合肥 68.2% 、太原
82.54%、西安69%、南昌65.71%、长沙67.69%……

“十二五”期间，武汉工业总投资目标是8000亿
元，合肥和郑州的目标是1万亿元，南昌7000亿元，
长沙6000亿元……

到“十二五”末，武汉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将
达到1.5万亿元。这个数据，合肥是1.5万亿元，长沙
1.4万亿元，郑州1.2万亿元……

一组组数据，严肃而冷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汹
涌澎湃的发展大潮面前，我们怎能萎靡懈怠？又怎
能志得意满？

恰此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再次平添郑州加
速发展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正
式启动，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进入关键阶段。

急管繁弦，战鼓催人！
这次市委全会顺势而为，确定了突出“三大主

体”的工作思路，号召全市上下进一步拉高坐标、统
一思想，凝心聚力抓发展，不辱使命挑大梁，敢于担
当走前头，把郑州早日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
长区、全国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最佳宜居环境
城市。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
步”。

郑州，正在迈出其中紧要的一步。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必须解决船和
桥的问题。船和桥的问题不解决，过河就是
一句空话”。

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打造中原经济区
核心增长区，同样要解决“船和桥”的问题。

突出新型城镇化引领、现代产业体系构
建和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机制建设“三大
主体”工作，就是“船”，就是“桥”，就是我们
当前最重要、最现实、最具体的任务，就是贯
彻和推动都市区建设超越发展的主线。

“‘三大主体’工作，是郑州市践行科学
发展观在认识上的新突破，在方法上的新举
措，在实践上的新探索。”河南省商业经济学
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宋向清认为，这样的
工作重心和发展主体，符合郑州都市区实
际，契合中原经济区战略，既是郑州市创新
决策的最新成果，又是指导郑州市长期可持
续发展的科学依据。由于最终改善了人居
环境与生态环境，很好地体现了“执政为民”
理念。

“三大主体”工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即相
互联系，又相互促进。其中，新型城镇化是
引领，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依靠群众推进
工作落实机制是保障。

“三大主体”工作如同三幅巨画，为我们
描绘了郑州的美好未来；如同三艘巨轮，载
着我们抵达繁花似锦的彼岸；如同三座跨越
时空的大桥，引导我们走向强市富民的明
天。

新型城镇化建设之美好画卷：按照“一
主（主城区）三区（东部新城区、西部新城区、
南部郑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四卫（巩义、

新密、新郑、登封四个卫星城）27 个新市镇
183个新型农村社区 56个历史文化风貌特
色村”的空间布局，加快形成合理的城镇体
系、合理的人口分布、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合
理的就业结构，实现农村居住环境城市化、
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城市化和消费方
式城市化。经过全市上下 5 年左右的持续
奋斗，基本形成都市区城乡一体的全域城镇
化框架，基本形成都市区道路交通体系及生
态廊道体系，四类社区建设初具规模，都市
区级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完成布局，把郑州打
造成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现代
田园城市……

现代产业体系之美好画卷：加快新型
工业化步伐，重点打造战略支撑产业，加快
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依托工业六大主导
产业，着力打造新材料、铝精深加工、现代
食品等六个千亿级产业基地和汽车与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等两个五千亿级产业基地，
使郑州成为全国有影响力、有带动力的先
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围绕现代服务业七大主导产业和空间布
局，加快推进“一枢纽十中心”建设；加快推
进新型农业现代化，推进都市型农业集群
发展……

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机制建设之美
好画卷：坚持“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和

“条块融合、职责明确、联动负责、逐级问责”
两个原则，细化“三级网格”，搭建“四级平
台”，形成“五级联动”，建立“全覆盖、无缝
隙”的网格化管理体系，真正解决“看得见的
管不住，管得住的看不见”这一社会管理的

突出问题，努力营造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
环境和群众生活环境，最终实现在郑州每
一寸土地上发生的责任事故都有人对其负
责……

“三大主体”工作之外，市委全会还谋划
了郑州都市区拉杆起飞的另外两“翼”：开
放、创新。这也是被历史经验和兄弟城市实
践检验过的发展之道。

成都、长沙、合肥三个城市，近年来之所
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坚持以理
念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人才创新带动
产业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功不可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加快推进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郑州
都市区建设，持续推进“三大主体”工作，也
必须始终强化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

发展源自战略，思路决定出路。
以人为本、以新图强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集聚集约、高端优质的现代产业体系构
建，以效为先、以责为重的长效机制建设，不
仅对郑州当前“保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有
着重大现实意义，对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
长区也有着深远战略意义。

身为河南省省会，身为中原经济区核心
城市，郑州突出做好“三大主体”工作，就是
率先走好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
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
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
子，就是对省委“挑大梁、走前头”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和具体实践，就是对中原经济
区规划建设的主动呼应、主动融入和引领
示范！

善登高望远者，必善用坚实的步伐走好
脚下的路。

正确思路确定之后，最关键的是要抓落
实，出措施，拿办法，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萝
卜一个坑，聚精会神干工作，脚踏实地抓落
实。

全会刚刚闭幕，全市创新实践就多路突
破，落实行动就坚实给力。中牟县着力打造
中原汽车名城和“全省一流”的都市型现代
农业示范区；金水区 2014 年率先实现全域
城市化；综保区（航空港区）大力实施“空港
枢纽化、经济临空化、产业高端化、城市国际
化、社会和谐化”五化战略，努力实现“两年
倍增、三年跨越”，力争到 2014 年初步形成
国际航空城城市体系；市财政局建立完善财
政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以“三大主体”工作为切入，持续推动郑
州都市区建设，生动鲜活的图景，烙印在全
市广大干部群众脑海中，成为推动工作狠抓

落实的行动指南和不竭动力。
先期推进的一些工作，也契合了市委全

会善于谋划、巧于运作、勇于担当推进“三大
主体”工作的安排部署。

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入春启动以来的
短短6个月时间，全市拆迁总量突破6000万
平方米，相当于过去几年的总和。“两环十七
放射”、10条市域快速通道和生态廊道建设
快马加鞭，成效初显，合村并点、城中村改
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迅速推进……

现代产业体系构筑方面，今年上半年，
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255.5亿元，
同比增长 19.4%，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8.9 个
百分点，高出全省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同
期，我市对外贸易实现进出口 13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91.7%，出口总额及增幅均居中
部六省省会第一……

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机制方面，各级
通过组团式下沉强化基层力量，推动管理方

式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发现问题”转
变，从突击式、运动式履职向常态化、制度化
履职转变。探索建立了市委常委会专题研
究、领导逐级分包、三个三分之一、督查推进
和责任追究等13项工作机制。33个市级执
法部门班子成员业务责任分包落实到县
（市）、区，县级执法部门班子成员业务责任
分包落实到乡（镇）、办，执法管理人员业务
责任分包落实到村（社区）。经过五个多月
的结网连线，全市网格化管理已科学划分建
立21282个基层网格，其中一级网格197个，
二级网格 2996个，三级网格 18089个，下沉
各种力量 45000 人，上下五级联动、一级对
一级负责的工作局面初步形成，“纵到底、横
到边”的责任体系初步构建……

事实胜于雄辩，数字见证发展。
这些前期成绩的取得，这些局面的初步

形成，是全市上下负重奋进、开拓创新、打破
常规、加速推进的结果。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