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城镇化工作会议，提
出了许多科学务实的新理念、新
观点、新举措。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和九届六次全会，对我省贯彻
落实中央精神、推动全省经济社
会持续快速发展作了具体部署。

审视、梳理我们的理念、方
法、路子，实践再次证明我市新型
城镇化引领的推进方向和内容与
中央和省委精神一致。

郑州提出的“一主一城三区
四组团 26 个新市镇 50 个产业集
聚区 56 个市级风貌特色村和若
干个县（市）区级风貌特色村及新
型农村社区”的空间布局，引导
70%以上的人口到中心城区和县
城居住，30%左右的人口在具有
公共设施的镇区、农村社区和特
色村居住，这与中央和省委提出

的“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
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
展”的城镇化布局一致。

郑州准确把握中央推进城乡
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
置、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
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
覆盖等改革带来的机遇，加快推
进新型城镇化。这些实践和取得
的成效充分证明我市的新型城镇
化是符合上级精神、符合发展规
律、符合群众利益的科学路子。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是中央
和省委转方式调结构的重中之
重。中央强调要“巩固农业基
础，大力调整制造业，加快发展
服务业，明年重点要化解产能
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省委

强调“调中求进”，郭庚茂对郑
州提出了“三大一中”、打造“大
都市战略支撑产业”的明确要
求。两年来，郑州加快新型工业
化步伐，重点打造战略支撑产业，
加快培育战略型新兴产业，打基
础、破瓶颈、管长远，现代产业发
展在转型升级中铿锵前行。

郑州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
作落实长效机制，探索构建以基
层党组织为核心，政府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与
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互为支撑的
基层治理结构，积极营造稳定、有
序、和谐的发展环境和群众生活
环境。这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
的改革方向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本质要求，是带有创
新性、方向性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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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体工作三大主体工作··展望篇展望篇

站在新起点 郑州再出发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陈锋 王继兵 赵文静/文 马健/图

一个区域特别是核心区域的发展，总是在特定的时
空方位上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

站在辞旧迎新的岁末节点上，郑州看过去，问未来。
过去两年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13年，郑州的发展和

建设可谓是“大刀阔斧、势如破竹、全面突破”。全市上下
紧紧围绕“三大一中”战略定位，抢抓历史机遇，突出“三
大主体”工作，坚持开放创新“双驱动”，干成了一系列具
有奠基性、战略性、标准性的大事要事，使郑州在中原崛
起和全省发展中具备了“领舞”的资本、“领航”的底气。

2013年7月，省委书记郭庚茂来郑调研时强调，郑
州要承担“双重”责任，一方面要承担自身发展的重任，
这直接关系到郑州老百姓的福祉；另一方面，郑州还担
负着服务区域发展的责任。郑州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服
务功能的完善，带动全省的发展、服务全省的发展，甚至
服务更大区域的发展。

刚刚闭幕的省“两会”上，省长谢伏瞻参加郑州团审议时
指出，郑州不只是郑州人的郑州，而是全河南的郑州。河南
在全国地位的提升首先要靠郑州地位的提升来带动，郑州要
在全省发展中担当起“领头雁”、“尖兵先锋”的角色。

未来几年特别是已经开启的2014年，我们的气势和
状态必须是“胸怀百年、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在市委十届六次全会上
表示，郑州既处于“爬坡过坎、攻坚转型”期，还处于“抢抓
机遇、奠定基础、确立地位”的关键期。他常常用“标兵渐
行渐远、追兵渐行渐近”，形容周边城市及区域竞争发展
态势的急切感、紧迫感。

山高人为峰，路远踏脚下。
郑州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站在了新的起点。
郑州必须再一次出发，跃上更新的台阶，登顶新的高峰！

要想在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全
省发展中肩负“双重责任”，担当
起“领头雁”、“尖兵先锋”的角色，
必须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切入点和
抓手。

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现代产
业体系是支撑，以网格为载体坚

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
制是保障，统筹谋划，统筹部署，
统筹推进。如火如荼、持续走向
深入的“三大主体”工作，正是这
个实实在在的切入点和抓手。

“三大主体”工作，契合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河南“持续求

进”的郑州版，是郑州“富民强市”
的加强版。两年多来，“三大主体”
工作推进了一个又一个的攻坚战，
从百姓最迫切、最需要的民生工程
入手，啃的是困扰发展最硬的骨
头，抓的是最实在生动的细节，触
动的是郑州人最柔软的情思。

（二）新探索契合新要求

美丽的郑东新区。

图为格力空调生产线。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在郑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