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社区
“搬得进、不欠账、能就业、有保障”

冷风清寂，花园式小区内，53岁的常书松在上班。常书松
原是常刘村普通的庄稼汉，新社区建成后，“转业”为社区物业
管理人员。

薛店镇第一社区南组团整合了常刘、薛集、草庙马三个行
政村，现已建成一期，296户村民入住，常书松家就是其中之
一。

社区紧邻中原食品工业园，现有白象、胖哥等食品企业80
多家，就业岗位1万多个，现在社区有80%的劳动力在食品工
业园内打工。

在社区门口，一个牌子格外醒目“一个社区，一个企业，一
个家庭两个人就业”，薛店镇相关负责人说，这是新郑提倡的
就业模式。像老常一家 7口，5口人上班挣钱，两个儿子及媳
妇在镇上的工业园区上班。

新郑按照距新城区8公里、新市镇5公里及新型社区3公
里的标准，对全市所有行政村进行整合，着力构筑“两城、两
镇、52个新型社区”的新型城乡体系。

新郑市委书记王广国说，在新型社区建设的具体推进过
程中，主要通过算好“六本账”——土地指标账、农民利益账、
资金运作账、就业岗位账、粮食生态账、社会保障账，保证群众
眼前得实惠，长远有保障。

以农民利益账为例：通过“三项收入、两套房产、一本产权
证”，让农民拥有“四金”——薪金、租金、股金、保险金。

“六本账”的目的就是让群众“搬得进、不欠账、能就业、有
保障”。

主要负责人介绍，村民不仅要住进新社区，更重要的是享
受“新服务”——延伸城市功能，让将来住进新社区的居民不
出社区就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就学、就医、养老、购物、就业
的便利。

届时，新郑农民“住进新社区，享受城市生活”的梦想，将
由愿景变成现实。

现代产业体系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新科技与新产业融合

新郑龙湖镇，总投资650亿元的华南城正拔地而起，一期
工程地面一层已开始浇筑，负责人温国辉说，预计在 2013年
年底可开门营业。

新郑地理位置特殊，临近郑州，临航空经济综合试验
区，借助上风上水的地理位置，新政确定了“融入大郑州，
融入航空经济综合试验区，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承接郑
州产业辐射”的发展战略。

根据郑州市对各县（市）区工业产业集聚区（园区）工业主
导产业的定位，确立了“三主三辅”产业体系和“131”发展目
标。

“三主三辅”即构建以食品烟草、生物医药、商贸物流为

主，以富士康配套产业、高端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提升为
辅的产业体系。

“通过借势发展，错位发展，努力打造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功能配套服务区。”王广国告诉记者。

以省级重点产业集聚区——新港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确
定了“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
构建”的发展战略，投资 13亿元的中储粮大豆油项目、投资 6
亿元的福建达利集团饮料生产等一批亿元以上项目正在加快
推进，着力建设全国先进，全省领先的食品加工业基地。

而作为未来主要产业之一的商贸物流业，新郑以“一中心
四园区”为重点，依托郑州华南城商贸物流项目，在北部龙湖
组团规划建设 25平方公里的商贸物流产业园。抢抓郑州市
专业批发市场外迁的机遇，主动承接郑州市区市场外迁转移。

“新郑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上，总体是两个坚持，一手坚
持抓高成长性产业发展和战略新兴产业培育，一手坚持抓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王广国说。

一个“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新科技与新产业融合”的现
代新型工业新城正在崛起。

依靠群众
创新理念，拓展信息来源，快速解决问题

梨河镇位于新郑市南部，北与新郑市区隔河相望，南与许
昌、长葛交界。它的网格化管理经验是新郑依靠群众推进工
作落实的一个缩影。

相关负责人介绍，梨河镇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逐步建
立了“条块融合、职责明晰、联动负责、逐级问责”的基层工作
推进新机制。

在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坚持“五措并举”，紧紧围绕
“管理”和“服务”两条主线，实现了网格工作重在发现解决问
题和重在履责惠民的长效机制。

侧重于在“三级网格”实现问题的及时发现，“二级网格”
快速处置。譬如，发现问题由二级网格工作员通过“热线电
话”直接联系相关部门及时化解。重大问题召开下沉部门人
员条块融合会协调解决，把大多数矛盾和问题消化在二级网
格。

超出职权范围的，直接上报至镇级信息平台。镇级层面
对各二级网格上报的各类问题，分类甄别，定期召开市直下沉
相关部门人员条块融合会，研究处理问题措施及对策，明确问
题解决时限，镇网格办对分解交办案件进行督察问效；对于超
出镇级职能范围的，上报市级信息平台。

同时，制定信息比对百分制核减考核办法，根据主动发现
信息平台与主动收集信息渠道之间的信息比对情况，以及工
作落实情况，采用“积分核减、核加”办法，给予量化评价。

“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以网格化管理为平台推动新型城
镇化、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等中心工作，实现社会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人民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断提高。”新郑市委书记
王广国总结道。

AA04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之一切为民

新郑篇
借势产业转移
全力推进三大主体工作

“自觉用十八大精神指导发展，增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自觉性、坚定性，强化措施，狠抓推进，力求突破，以科学谋划、敢于担
当的勇气，全面开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新郑市委书记王
广国说。 记者 王战龙 王军方/文 白韬/图

提供生态屏障

当前，全市都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作为主管城
市园林绿化工作的市园林局是建设城市生态文明的重要力量，是
我市“三大主体”工作的重要执行者，承担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两
环十七放射”生态廊道绿化建设和网格化管理的重要任务。

市园林局局长姜现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园林部门是城
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下一步将以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
载体，“为郑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支撑，为郑州都市区
建设提供生态屏障，为广大百姓休憩娱乐提供生态和谐场所，努
力建设美丽郑州”。 记者 马燕 文/图

公园北区或许本月底就能逛
2012年 7月 7日，不少居民专程冒雨赶到位于中原西路和中

原桥附近的工地上，参加公园南区的开工仪式。
这也标志着西流湖城市生态公园南、北区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西流湖城市生态公园（南区）建设工程是市委、市政府向市民

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也是我市的重点工程、民心工程。
11月 28日上午，记者在西流湖城市生态公园北区看到，整个

园区施工接近尾声，工人们正冒着严寒栽植地被植物。
“争取12月中下旬能和市民见面。”西流湖城市生态公园主任

陈建强说，按照要求，本月底之前市民就能来逛新园。
根据规划，西流湖城市生态公园北起化工路，南至中原西路，

总占地面积3.2平方公里。建成后的西流湖公园面积相当于10个
以上碧沙岗公园，或10个以上的人民公园那样大。

城市道路建设的一次“革命”
“两环十七放射”即郑州市中心区域“环形加放射”快速路网体系。
“两环”即三环路、四环路。
“十七放射”即三环、四环之间的十七条放射道路，分别是金水

东路、商都路、机场高速、郑新路、中州大道南段（北段）、大学南路、
嵩山南路、郑密路、航海西路、中原西路、郑上路、化工路、科学大
道、江山路、京广快速南延线（北延线）。道路总长度 365公里，是
郑州市重要的交通道路网和出入市口。

姜现钊介绍，“两环十七放射”生态廊道建设是郑州市城市交
通、道路、生态、绿化的一次综合建设，也可以说是城市道路建设的
一次“革命”。

生态廊道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在城市“组团发展、通道相连、生
态隔离、宜居田园”的布局下，通过中心城区到县市，到新市镇，到
乡村用交通道路相连，两侧建设 20~50米宽的绿化廊道。廊道里
建设有自行车道、人行步道、配全公交港湾，休闲驿站，达到交通、
人行、绿化、生态的和谐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