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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原经济区，关键在做。省会郑州如
何充分认识责任担当，保持清醒忧患，进一步以
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建设都
市区，切实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发挥好龙头、重
心和示范带动作用？

“牢记‘四个重在’实践要领，坚定不移地走
‘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坚持群众
路线，强化群众观点，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
实。谋群众需要的事，干群众想干的事，做群众
拥护的事，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省委常委、郑
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对全市领导干部反复强调。

今年以来，站位“全国找坐标、中部求超越、
河南挑大梁”，郑州上下持续抢抓中原经济区建
设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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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重做，奋力向中原经济区核心增
长区和全国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最佳宜居
环境城市的宏伟目标迈进。

今年1月至6月，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
加大的形势下，郑州实现生产总值2622.9亿元，
同比增长 12.0%；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03.3亿元，增长 16%；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完成1255.5亿元，增长19.4%；开工建设省市
重点项目 129 个，占全年省市重点项目的
74.6%；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594.7亿元，增
长 23.3%；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119.3
亿元, 增长15.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达到 12403 元和 8219
元，分别增长14.5%和16.5%。

8月 22日，在新密市来集镇王堂村祥和社
区，记者看到，崭新的楼房错落有致，马路宽阔，
绿树环抱，各种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新密
市委书记王铁良介绍：“像祥和社区这样的新型
社区，新密市已经建成和在建的有 36个，目前
已有 6400 户 2.8 万人喜迁新居。预计到 2014
年，全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全部完成后，可节约
土地 6.8万亩，从而在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粮
食不减产的基础上，满足新密工业化、城镇化的
土地需求。”

今年以来，郑州市依据“中心城区现代化和
县域村镇社区化”的都市区建设理念，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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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团（巩义、新
密、新郑、登封四个城市组团）、27 个新市镇、
182个新型农村社区、56个历史文化风貌特色
村”的空间布局，建立一个“三化”协调发展空间
布局规划、一个三年行动计划、一个实施导则、
一套政策体系、一个领导组织体系“五个一”工
作推进体系，坚持“政策引领、规划先行、群众主
体、权益保障”原则，加快推进以交通道路建设
为先导，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点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市拆迁盘活土地4.4万
亩，绿化面积 2000多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市域
各类道路1500公里，各类新型农村社区101个，
建设面积2155.7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以道路畅通为主导的中心城区
功能提升和产业复兴八大工程有序推进；以机
场枢纽为带动的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建设
全面启动；陇海路、京广路十字交叉和三环高架
快速路、16个出入市口互通立交、29条骨干道
路开工建设；主城区工业企业、批发市场、行政
事业单位、仓储企业外迁工作正式启动；中心城
区占用道路、绿地的10282处761万平方米违章
建筑开始拆除；“两环十七放射”道路两侧的“公
交进港湾、行人在中间、辅道在两边、休闲在林
间”的生态廊道有序建设；供水、供电、供暖、供
气、教育、卫生等提升倍增工程顺利推进；以“一
河两区”为带动的“六旧九新”15个片区整街坊
成片改造也拉开了序幕。

郑州市县两级力争用5年时间完成城镇基
础设施投资5000亿元，基本形成城乡一体的全
域城镇化框架、产城融合协调发展格局，塑造

“畅通、整洁、有序”的省会形象和生态宜居、繁
华现代、畅通有序的城市形态，向自然之美、社
会公正、城乡和谐的现代田园城市迈进。

日前，总投资650亿元、体量达1200万平方
米的郑州华南城项目成功签约。该项目建成
后,将为中西部地区提供集成式、全链条采购服
务,成为国家级的会展商贸城。

围绕重大项目和产业集聚区建设，郑州市
重点谋划、引进和实施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
国内辐射力、国内外资源整合力的“三力”型项
目。继富士康、格力电器和东风日产新增28万
辆整车项目以及华强产业园、宇通客车5000辆
专用车产能提升项目之后，今年以来，国家专利
审查河南协作中心、联通中原数据基地、中国家
居 CBD 郑州产业园、华夏银行郑州分行、民生
银行后台服务中心等项目相继入驻动工。

重量级项目的扎堆入驻，得益于郑州市建
立的“责任、有序、高效”工作推进机制。郑州市
市长马懿说，着眼于班子整体效能和作用的发
挥，郑州建立了市级领导班子工作运行、应急处
置、督查考核“三大工作机制”和产业发展推进
工作班子，形成了一级对一级负责、一级支持一
级的工作机制。

群策群力谋发展，众志成城兴大业。郑州
坚持内涵发展和外延发展并重，着力构建集约
集聚、高端优质、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今年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大动作：

工业方面，明确重点发展七大主导产业，建
设八大产业基地，即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两个 5000亿元级产业基地与以超硬材料为主
的新材料、新型耐材、生物及医药、铝精深加工、
现代食品制造、品牌服装及家居制造等六个千
亿元级产业基地。坚持一县（市）一主业，实施
工业经济“3年倍增、5年超越”行动计划，力争
2016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入大中城
市10强，居中部地区城市前列。

服务业方面，出台了“加快服务业快速发展

的指导意见”，确定了现代物流业、现代商贸业、
现代金融业、高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旅游业、
房地产业和公共服务业七大主导产业及其功能
分区和空间布局，以重点区域开发和重点项目
为带动，加快推进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和国家现
代物流中心、现代商贸中心、文化动漫创意中
心、旅游集散中心、国家专利审查河南协作中
心、现代邮政通信枢纽中心和国家区域性总部
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会展中心、医疗中心建
设。以十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总部入驻郑
州龙湖金融中心为标志，现代服务业呈现出良
好的提速发展之势。上半年，第三产业完成投
资900多亿元，增长23.2%。

现代农业方面，大力调整优化农业发展布
局，加快推进高标准粮食功能区建设和都市型
农业集群发展，今年夏粮总产超 80万吨，连续
十年实现增产。

一个新“官名”——网格长，在郑州越叫越
响。小小网格长，发挥大作用。

前不久，郑州市花园路街道办事处一名网
格长在巡查过程中，发现自己负责的网格内出
现两家无证诊所，立即上报。很快，一个由药
监、工商、城管等下沉街道的执法人员组成的队
伍，出动进行执法检查。对两家非法诊所予以
取缔，暂扣各种假冒伪劣药品 21箱，收缴终止
妊娠药品 35盒。这位网格长说，在网格内，自
己要围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政府
职责所包含的 20个子项方面的工作，发现、处
理和上报问题。

“网格化管理”究竟是什么？用郑州市委副
书记王璋的话讲，“网格化管理”就是“12345”：

“一个目标”，营造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环境
和群众生活环境；“两个原则”，一是“低成本、高
效率、可持续”，二是“条块融合、职责明确、联动
负责、逐级问责”;“三级网格”，即乡（镇）办、村
（社区）和村组（楼院、街区）三级网格;“四级平
台”，即市、县（市）区、乡（镇）办、村（社区）四级
联网的社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五级联动”，即
形成市、县、乡、村（社区）、村组（楼院、街区）上
下五级联动。通过建立“全覆盖、无缝隙”的网

格化管理体系，落实差异化职责，构建政府管
理、公共服务和基层自治有效衔接、互为支撑的
治理结构，有效解决了过去的“条”、“块”分割、

“看得见的管不住，管得住的看不见”等问题。
这一新机制，本质上是一种领导方式转

变，是一次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和变革，是一
场全民参与、依靠制度提升全民道德水准、规
范市民行为的社会治理实践。今年 3月以来，
吴天君坚持每周周末到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办
事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推动这一工作开
展。短短几个月，辖区先后查处 7家非法生产
企业；对 436 家无工商营业执照企业，督促完
成办理 272 家；治理 1114 处非法建筑；新选址
规划停车场 36处，停车泊位 3572个；拆除户外
广告 557处、门头牌匾 2948处。辖区的群众明
显感受到：道路通畅了，出行方便了，环境整
洁了……

在实施网格化管理过程中，郑州探索建立
了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领导逐级分包、督查推
进和责任追究等 13项工作机制。22个市领导
分包联系一个乡（镇）办，蹲点督导网格化管理,
33个市级执法部门责任逐级分包落实，各级通
过组团式下沉强化基层力量 45300多人，对许
多热点难点问题做到了“当天发现、当天解决”、

“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如今，全市“横到
边、纵到底”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初步构建。围绕
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建设和信访稳定、安
全生产、公共服务、基层组织建设等，先后排查
发现问题 124550个，已解决 108359个，化解率
达到87%。

网格化管理不仅使政府管理方式从被动处
置问题向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转变，从运动
式、突击式执法向常态化、制度化履责转变，保
证了各项工作的落实，也为不断加快干部思想
观念、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明确
的价值取向和有力的制度保障。一个“围绕基
层转、围绕群众转、围绕问题转”，人人有责任、
事事有人管，每一寸土地发生的事都有人负责
的良好局面正在加速形成。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引领，以现代产业体
系为支撑，以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机制为保
证，“三大主体”工作交互给力，共振联动，推动
郑州都市区昂然前行。

不辱使命挑大梁，敢于担当走前头！承载
着中原经济区建设龙头重任的郑州，正在书写
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锦绣新华章！

河南日报昨日在一版头题刊发长篇通讯《依靠群众 推动发展 郑州持续重做开新局》，从“积极探索新型
城镇化引领之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构建可持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筑牢产业支撑基础”“创新实施网
格化管理新机制，加快推动领导方式转变”三个方面，对我市充分认识责任担当，进一步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
发展方式转变，坚定不移地走“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坚持群众路线，强化群众观点，坚持依靠群
众推进工作落实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该文是对我市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的巨大鞭策。本报今日予以全文转载，希望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认
真学习，扎实推进“三大主体”工作，努力开创郑州都市区建设工作新局面，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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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河南日报记者 徐建勋 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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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的省会郑州（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