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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规划范围最大的经济区，
中原经济区范围涵盖河南、安徽、山东、
河 北 、山 西 五 省 的 30 个 市 和 3 个 县
（区）。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如何有效
推进区域联动发展、打造核心发展区域
同样令人关注。

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原经济区地处我
国中心地带，经济交往密切，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这一区域就开始了各种形式和层
次的区域合作。今年 5月份，国家发展改
革委员会专门批复设立了晋陕豫黄河金三
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支持河南省三门
峡市、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和陕西省渭南
市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整合区域优势资源，
创新区域合作机制。

河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
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上，规划提出要推动
基础设施一体化，协同建设跨省铁路、高速

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立中原经济区五
省政府高层协调机制和市长联席会议制
度，统筹协调区域发展重大问题”，并在区
域专项规划编制、区域政策协调、要素资源
流动等领域探索建立合作新机制；支持河
北省在邯郸、邢台建立冀南区域合作示范
区，加快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建设等。这对加快建立跨省域
合作发展机制，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开展区
域协调发展试验，提升整体竞争优势等都
有着重要意义。

规划提出，推动郑州、开封、洛阳、平顶
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 9市融合
发展，形成高效率、高品质的组合型城市地
区，打造成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核心区域，
引领辐射带动整个区域发展。同时构建以
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型”发展轴和南北两翼
经济带。

河南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
认为，“米字型”发展轴和南北两翼经济带
对于中原经济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不
仅使郑州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提升，也把
河南省周边大部分地级市纳入其中，对提
升 5省 30市经济融合度、促进地区合作和
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国家出台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规划
从粮食生产核心区、产业升级和投资引导、
统筹城乡发展、生态补偿等方面提出了支
持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
施。河南省发改委负责人说，规划还就开
展人地挂钩、建立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机制
等先行先试的内容进行了细化，更具可操
作性，这对推动中原经济区从农业大区向
经济强区转变，破解一系列发展难题打开
了新空间。

据新华社

□记者 袁帅

本报讯 昨日下午，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中央宣讲团
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中宣部理论局干部
谢祥在我市金水区鑫苑社区，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十
八大精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省委副秘书长苏
长青，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
宏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哲等一起参加座谈会。

宣讲团一行首先了解了鑫苑社区的建设情况，并参观
了鑫苑社区关于宣传十八大精神的展板、电子屏幕和专
栏。在鑫苑社区服务中心，施芝鸿对社区关于学习贯彻十

八大精神致全体社区居民的一封信和十八大报告宣传册
非常感兴趣，他拿在手中认真翻看，并连连说好：“致居民
的一封信写得好，宣传册也制作得好，十八大报告的精髓
全部都有，非常全面。”施芝鸿还带走了一份。

随后，宣讲团一行还听取了金水区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工
作情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规划。在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发
言时，施芝鸿认真做着记录，并对群众提出的养老、社会资源分
配、就业、文化建设和基础党建等问题，结合十八大报告做了详
细回答。“不管你是社会的哪个群体，十八大报告都对你的诉求
有所回应。”施芝鸿表示，十八大开出了自信心、凝聚力、新气象
和新愿景。

我市参加医保农民工已近10万人
27万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

本报讯 “十一五”期间，我市累计完成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63 万人，每年接纳全国各地农民工
110余万人。昨天，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到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认真贯彻落实国务
院、省市的一系列精神，统筹安排，综合推进，取得
明显效果。

机制：网络平台动态管理
我市先后投入 3000多万元，建立了村村相连、

社区互通的劳动就业网，实现了全市农村劳动力资
源动态管理。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基层劳动保障机构 2952
个，基层劳动保障工作人员4614人。

就业：1530名农民工成功创业获扶持
为促进农民工就业，我市广开就业渠道，大力

开发劳务输出项目。
2010年以来，全市共有4402名返乡农民工参加

SYB 创业培训，有 1530 人成功创业并获得 5 万~10
万元的创业扶持资金，带动就业9000余人。全市共
有各类家庭服务企业850家，从业人员11.6万人，其
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6.96万人。

近年来，全市累计举办招聘活动 595 场，发放
“春风卡”等宣传资料 69 万多份，提供就业岗位 58
万多个。

培训：8.7万名农民工免费培训
如何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我市大力开展

分类职业培训，积极开展“阳光工程”，自 2006年以
来，累计投入资金 3174.05 万元，培训 8.74 万人。
2006年以来，全市累计完成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
训 43 万人，兑付市本级职业培训补贴资金 1500 多
万元。

社保：27万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
2004年我市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范围。
随着《郑州市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的出台，截至目前，我市参保农民工已近 10 万
人。2011 年我市新农合报销封顶线提高到 15 万
元。2011 年 7 月 1 日，全面启动新农合市级直补
工作，目前全市参合率在 98%以上，就医实际补偿
比例接近42%。

我市在全国率先以政府令形式出台了《郑州市
高工伤风险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办法》。截至2012
年8月底，全市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达27万人。

公共服务：推进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市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

策，推进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民子女入学方面，我市通过设立助学金，减、

缓、免交有关费用，帮助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就学。目前，我市（不含巩义市）义务教育阶段
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校生数16万多人，与2006
年（7.8万人）相比翻了一番。

居住方面，我市将中等偏下收入、新就业职工和
来郑务工人员等纳入了住房保障范围，启动了公共租
赁住房试点工作。目前，我市航空港区已开工建设公
共租赁住房38.4万平方米，计划于2012年底前完成
1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

农民工子女适龄儿童免疫方面，目前，全市共
有 37119名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免疫规划管理，接
种64.36万余针次。

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田冰姝

中央宣讲团来郑宣讲十八大精神
十八大开出了自信心、凝聚力、新气象和新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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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奖：
王鲲 410************328 133*****782
参与奖：
王长征 320************433 155*****880
王凯林 410************510 135*****474
钱红军 410************456 150*****027
杜小飞 412************392 180*****777
帖炎 410************105 187*****043
郭恒丽 410************029 138*****252
万晓波 410************010 137*****700
熊志勇 410************534 135*****966
王瑞来 410************51X 136*****228
冯君茹 410************625 150*****123

郑州市十大城市品牌网络投票
获奖人员名单

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打造核心发展区域

□记者 王继兵

本报讯 这个冬天，不管是露宿省会
街头的进城务工人员，还是生活没有着落
的流浪乞讨人员，都将得到无偿救助。即
日起，我市将开展“关爱救助联合行动”。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市将对以上
两种人员展开专项关爱行动。

为进一步加强进城务工人员和流浪
乞讨人员的管理，提高社会救助水平，确
保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
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市
政府决定开展以救助露宿街头的进城务
工人员和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
员为主要内容的“关爱救助联合行动”。
对进城务工人员，由辖区政府实施临时救
助；对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由民政
部门负责实施临时救助；对需要救治的伤
病人员，由卫生部门负责实施救治。行动

方案明确要求，救助联合行动必须坚持
“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以教育引
导劝说为主，不得有任何强制行为。

为确保救助联合行动落到实处，我市
成立由市监察局、人社局、民政局、卫生
局、公安局、城管局、城建委、交运委、慈善
总会及市内五区政府，郑东新区、高新区、
经开区、火车站管委会领导为成员的领导
小组，统一协调救助联合行动。领导小组
下设督导组，主要负责对全市救助联合行
动的督促检查指导。

救助联合行动将以区为单位，以公安
派出所治安辖区为界限开展。各区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都将成立救助联合行动工
作组，由区监察、人社、民政、卫生、公安、
城管、城建、宣传等部门领导任成员，并制
订相关工作方案。

行动方案要求，民政部门负责生活无
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监察部门负责

对不作为、慢作为或违纪人员进行责任追
究；人社部门负责帮助进城务工人员介绍
务工岗位；卫生部门负责救助对象医疗救
治；城建部门负责协调有固定务工岗位的
进城务工人员住宿；城管部门负责露宿点
市容环境整治；新闻部门负责跟踪报道。

各工作组对实施关注关爱的对象要
逐人登记，并将受助人员姓名、籍贯、年龄
等基本信息收录造册。

在集中行动的基础上，我市将积极完
善各项制度，建立长效机制。各区要充
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作用，网格长作为
第一责任人，对辖区所有露宿点都要明
确专人负责巡查管理，随时发现随时救
助；人社部门要抓紧研究起草规范进城
务工人员管理规定，民政、卫生部门要抓
紧完善社会救助和医疗急救等相关制
度；城管部门要抓紧研究完善对室外公
共场所规范管理。

我市今起开展
“关爱救助联合行动”
无偿救助城区露宿街头人员和流浪乞讨人员

解读中原经济区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