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09
2013年1月24日 星期四

统筹 曹杰 编辑 李爱琴 张柳
美编 李薛 夏普 校对 咏梅 版式 王小羽

卢展工：郑州发展“日新月异、增光添彩”，要继续“挑大梁、走前头、作表率”卢展工：郑州发展“日新月异、增光添彩”，要继续“挑大梁、走前头、作表率”

郑东新区郑东新区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在市委、市政府各项重点工作中，切实保障和

改善民生始终是最深情的牵挂。
畅通郑州十大工程有序推进，地铁1号线一期

工程主体完工，三环快速化、陇海路高架、环城高速
16个出入市口、175条断头路打通加快推进，新建停
车场334处、泊位61680个，新开公交线路24条。

新增供热面积105万平方米，新开工保障性住房
51999套，改造老旧住宅小区563个。新增绿地1067
万平方米，新植乔木74.7万株，西流湖城市生态公园
（北区）、滨黄河森林公园等5座公园建成开放。

市区新增中小学优质学位5万个、幼儿园学位
2.5万个；片医服务全覆盖。

全市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1.7 万人，新
增城镇就业再就业13.7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人均每月增加226.9元，达到1806.2元。在
全省率先为年满60周岁且只有一个子女的城镇计
划生育家庭父母，每人每年发放 1000元的奖励扶

助金。
全市新建40个“留守流动儿童之家”；开展“关

爱救助联合行动”，无偿救助露宿省会街头的进城
务工人员、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而肇始经八路、花开满绿城的网格化管理，变
坐在办公室等群众上门办事，到走出门为群众办
事；从上级布置啥事干啥事，到主动找事办。

小小网格，将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发现在基
层、解决在基层”，一个“围绕基层转、围绕群众转、
围绕问题转”，人人有责任、事事有人管的和谐画
面正在呈现。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
制，正在“三大主体”工作的推进中起到越来越重
要的保障作用。

作为省会城市，郑州坚持不懈地保障和改善民
生，日新月异的民生工程，为河南增了光添了彩。

短短十年，郑州、开封之间，已经崛起
一座规划面积15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0
万人的现代化新城——郑东新区。

而十年前，这里只是一片鱼塘村落、
荒草野地。

十年前，决策者高瞻远瞩，科学决策，
郑东新区应运而生；十年后，平地起新城，
东区已然是中原大地一张靓丽名片，赞誉
如潮。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十年间，建设者们高扬科学发展的大旗，
砥砺奋进，足音铿锵，彰显出特色之城、创
新之城、活力之城、品质之城、宜居之城的
无尽魅力。

十年耕耘，十年辉煌；日新月异，成就
榜样力量。郑东新区从无到有，从弱小到
繁盛，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用“东区速
度、东区质量、东区模式”，再造了一个新
城，神话变现实。

郑东新区，已经成为展示郑州乃至河
南形象的“窗口”。

截至目前，东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近1600亿元，绿化面积1600万平方米，
水域面积 1100 万平方米，建成区面积约
75 平方公里，入住人口近 80 万。显著的
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配套、优良的商务
环境，吸引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总部

的入驻。以面积仅 3 平方公里多的 CBD
为主体，郑东新区已引进各类金融机构
119家。

这座充满活力、产城融合的金融之
城，已经成为全省乃至中部地区金融机构
最集中、业态最丰富的区域，5000余家各
类企业先后入驻。

郑东新区的成功，昭示出郑州、河南
能干大事、成大事的自信和魄力；创新了
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模式、创新了城市管
理的方式和手段、创新了城市发展的思
维和观念，实现了从科学发展到生态发
展的“双赢”，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了精
彩样本。

而这，只是郑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
个缩影。

放眼郑州——一条条生态廊道、快
速通道竣工，生态廊道绿化 2592 万平
方米；中心城区“六旧九新”片区改造
启动项目 302 个，三环以内 117 家市场
实施外迁 48 家；四类社区建设、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全面铺开，建成安置房 800
余万平方米。

“六个抓手”齐用力，郑州人正在描绘
一幅让“城里的月光，照亮田园梦想”与现
代化发展目标对接的新型城镇化蓝图。

郑东新区，为河南增了光、添了彩！

郑州之变：硬朗数字背后追求不止
定格 2012 年，866 万郑州人民齐刷刷地站在

新的起跑线，朝着建设郑州都市区的宏伟目标铿
锵起飞。

2012 年，预计郑州全年生产总值达到 5650
亿元，增长 12%，高于全省近两个百分点；全口
径财政收入完成 1532.7 亿元，增长 17.4%，占全
省的 5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606.7 亿元，
增长 20.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
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24000 元、12260 元，双双
增长11%。

十年间，郑州经济总量历经千亿、2000 亿、
3000亿、4000亿、5000亿元数次跳跃。

2012 年，全市招商引资总规模预计 1314 亿
元，其中实际利用外资 3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规模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 2位、全国省
会城市第 7位；引进市外境内资金 1098.4亿元，同
比增长16.7％。

2012年，全市粮食总产量实现“十连增”，达到
169.5万吨，现代农业示范园“136”工程全面启动，
五大农业产业化集群初具规模。

回眸全省，2012年，河南生产总值预计3万亿
元，预计比上年增长 10.1%；财政总收入 3282.8亿
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040.6亿元；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
分别是2007年的1.5倍、1.6倍；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5027亿元，是2007年的3.3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121亿美元，比2007年翻了两番；粮食总产量
1127.7亿斤，连续9年增长，连续7年超千亿斤。

这五年，成为河南历史上落户客商最多、招商
成效最好的时期。

郑州与河南一起腾飞。
据统计，郑州 2012年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全省的比例分别是
18.8%、46.6%和29.9%。郑州的首位度逐年攀升。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求转求变、持续求进、开放求实，郑州的追求，从没
有停止。

硬朗的数字道出了郑州都市区建设的日新月
异，也见证了郑州为河南的增光添彩。

1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李克强，看到郑东新区十年建设发展的成
就时，欣慰地作出重要批示：河南在协调推进

“三化”工程中，扎实建设郑东新区。一张蓝
图正步步变为现实，使百姓受益，中心城市带
动作用增强，令人欣慰。望继续打造好郑东
新区这个上亿人口大省推进城镇化的样本，
为探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创造
经验。

1月22日，省委书记卢展工参加郑州代
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近年来，郑
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为河南增了光添
了彩；郑州把新型农村社区纳入城镇体系规划
建设郑州都市区，一定要借助郑东新区开发建
设的经验，在原有基础上，持续探索，持续提
升，在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精细化建设和
管理水平、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推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等方面作出表率，创造经验。

来自中央、省委领导的肯定，是饱含深情
的鼓励，更是寄予厚望的鞭策。从这些真切
的话语里，我们要看到殷切的期望，体会到肩
上的责任，感受到不断前行的力量。

因为坚持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
任干，一以贯之谋发展，郑东形象、郑州形象，正
在提升着河南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河
南形象。所以，郭庚茂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
里，将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审批开工建设的高
速度，视为河南形象持续提升的重要样本；将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准建设，视为持续
探索中原崛起之路的重要工程；将中部地区首
个综合保税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的封关运
行，视为夯实长远发展基础的标志性工程。

发展是硬道理，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在
城镇化建设写入十八大报告后，新型城镇化建
设在各地逐渐铺开。新型城镇化引领郑州都
市区跨越发展，必须探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型
城镇化道路创造经验。具体说，就是要继续借
助郑东新区开发建设的经验，更好发挥郑东新
区先行先试探索新型城镇化的样本力量，助力
都市区更好更快的发展，为中原经济区增光添
彩，为全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好榜样。

在新的一年和更长一段时间内，郑州都
市区建设，必须继续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以贯之谋发展。我们必须以郭庚茂省长的
《政府工作报告》确立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
标为蓝本和纲领，继续发挥省会城市的龙
头带动作用，继续强化郑州物流中心地位，
加快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
继续推进省会城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
设，全面提升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凝
神聚力，务实发展，按照“挑大梁、走前头、
作表率”的要求，为中原经济区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日新月异郑州，增光添彩河南，成绩是
最好的证明：2012年，郑州市“三大主体”工
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我们深知，盘
点总结这些成绩，更是为找期望、找责任、找
力量，让“一张蓝图绘到底”继续得以秉承贯
彻，让“一以贯之谋发展”亮出更为日新月异
的成绩单。

中州大道金水路立交桥中州大道金水路立交桥

正在建设的地铁正在建设的地铁22号线工地号线工地

老人们的快乐晚年老人们的快乐晚年

繁忙的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繁忙的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2012年年初，郑州站位“全
国找坐标、中部求超越、河南挑大梁”，推行以

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引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支撑和
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为保障“三大主体”工作。
“三大主体”工作，是郑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积极探索，是

郑州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
力、克难攻坚、戮力前行，“三大主体”工作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下一步工作的深化、提升、完善打下了坚实基础。
1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看到郑东新区十年建设

发展的成就时，作出重要批示：河南在协调推进“三化”工程中，扎实建设郑东新
区。一张蓝图正步步变为现实，使百姓受益，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增强，令人欣慰。

1月21日，省委书记卢展工参加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郑州代表团讨论时
指出：“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为河南增了光添了彩。要在中原经济区
建设中挑大梁、走前头、作表率。”

黄河之滨，7446平方公里沃野上——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浩浩郑东新区，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仅仅4个月时间，国务院批复同意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建设；郑开大道开通，一路牵起两座城
市；“天地之中”成功申遗，商都厚重历史文化底蕴再添崭新名片；“一

元”公交便民、京广快速通车，市民出行更加便利；轨道交通1号线
铺轨即将完成，三环快速火热推进，郑州一步步走向“畅通”；

十年磨剑，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终获殊荣……
回眸郑州，已是沧海巨变；放眼郑州，增光添
彩河南。

记者 王继兵 张乔普/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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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之东：
“靓”出新城建设精彩样本

日新月异郑州 增光添彩河南

郑州的日新月异，并不只在郑州之东。
2012 年 11 月 17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

划》的同一天，国务院还正式同意规划建设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

为充分发挥河南交通区位优势和航空运输的带动作
用，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的战略构想。去年7月，省政府联合中国民航局向国务院
报送了请示。仅仅4个月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规划
建设。

作为国家战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迎来高速
发展期。

省委书记卢展工指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是我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一个重要平台，打造这一实验
区是河南更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
为我们建设中原经济区提供了一个有力支撑”。

郑州之南，日新月异。
2010年8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式投产，从项目开

工、厂房改造到正式投产仅用一个月时间，创造了令各界
赞誉的“郑州速度”。集团总裁郭台铭说：“这个速度是世
界第一。”现在，郑州富士康已拥有15万余名员工，并建成
了220万平方米的厂房，迅速成为全球重要的智能手机制
造中心。

日新月异来自速度和质量：
在刚刚过去的 2012 年，全市对外贸易受富士康集团

拉动延续上年强势增长势头，使其出口总额及增幅位居中
部六省省会城市第一，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六位。目
前全市有外贸出口业绩的企业达到 1423家，占全省出口
企业企业的的38.5%38.5%。。

20102010年年1010月月242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郑州新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郑州新郑
综合保税区，中部首个综保区就此尘埃落定，其审批过程仅综合保税区，中部首个综保区就此尘埃落定，其审批过程仅
用了不到用了不到 100100天时间。天时间。20112011年年 88月月 33日，顺利通过国家验日，顺利通过国家验
收；收；1111月月44日，正式封关运行。从批准到运行仅仅日，正式封关运行。从批准到运行仅仅1313个月。个月。

郑州速度令全国瞩目！郑州速度令全国瞩目！
20112011年综保区出口额约年综保区出口额约 7070亿美元、亿美元、20122012年出口额约年出口额约

200200亿美元，分别是亿美元，分别是20102010年全省出口额的年全省出口额的0.70.7倍、倍、22倍。倍。
郭庚茂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综保区开工建设郭庚茂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综保区开工建设

的高速度，视为河南形象持续提升的重要样本。的高速度，视为河南形象持续提升的重要样本。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省委、省政府“一号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省委、省政府“一号

工程”，成为河南崭新的靓丽名片。工程”，成为河南崭新的靓丽名片。
日新，遍布城乡；月异，遍布郑州。日新，遍布城乡；月异，遍布郑州。
围绕“一枢纽两基地”建设，我市将工业七大主导产业围绕“一枢纽两基地”建设，我市将工业七大主导产业

和“和“6+26+2”产业基地、服务业七大主导产业和“十中心””产业基地、服务业七大主导产业和“十中心”建设建设
作为载体和抓手，通过“国际影响力、国内辐射力、国内外作为载体和抓手，通过“国际影响力、国内辐射力、国内外
资源整合力”的“三力”项目招大引强，提升产业结构，资源整合力”的“三力”项目招大引强，提升产业结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驶入快车道。

承载着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
光荣和梦想，郑州繁花似锦、日新月异。肩
负使命，牢记重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躬身
前行、持续作为，在找期望中凝神聚力，在
找责任中负重前行，在找力量中实现超越，
就是要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挑大梁、走前
头、作表率”，让郑州的变化更加日新月异，
让郑州为河南的发展更多地增光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