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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

健全机制体制 完善整体设计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老问

题，上街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坚持把统筹城乡作为破解发展难
题、改善民生福祉、提升综合实力的关
键突破口和重要着力点，积极进行探索
和实践。2011 年年底，将统筹城乡发
展的目标由“城乡一体化”调整为“全域
城市化”，标志着上街区全域城市化发
展目标的正式确立。

全域统筹，规划先行。按照全域规
划、全域开发的理念和“产业向园区集
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
土地向适度规模集中”的原则，先后高
标准修编了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新“三化”协调发展空间布局规划和
相关专项规划，形成了全面覆盖、层次
清晰、衔接紧密、管理严格的规划体系。

加强领导，健全机制。2010年在全
市率先成立新型城镇化办公室，定编定
人，比郑州市统一部署提前将近2年。同
时，每年确定一批重点项目，由区四个班
子领导分包，急难险重任务实行区委常
委牵头，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健全
督导、观摩、考核、奖惩等一系列推进机
制，形成常态化的高位推动态势。

建设新型社区 推进城乡融合
2006年，为了彻底改变南部山区5

个省、市级贫困村的落后面貌，上街区大

胆作出了整体易地扶贫搬迁的决策。按
照“搬得出、稳得住、有产业、促致富”的
总体思路，引入居易国际集团，采取“政
府谋划引导、村民民主决策、市场机制参
与、土地规模经营、群众利益至上”的方
式，分三期将5村1321户4629名村民整
体搬迁至毗邻310国道、省级装备制造业
集聚区附近的新型社区，群众长期面临
的出行难、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发展
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上街区通过同步实施山区综合生态
开发，大力发展山地运动、休闲度假等产
业，有效带动了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产
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交通、生态并进增强城市承载
按照郑州都市区规划，上街区未

来将纳入郑州市中心城区建设，意

味着上街区将逐步发展成为中心城
区的一部分。因此，推进全域城市
化是郑州市对上街区发展定位的客
观要求。

交通先行，基础配套。2010 年以
来，该区先后高标准修建城乡道路 33
条、长途客运站 1 座、社区公交站点 62
个，形成了“十纵十横、内外联通”的全
域交通路网格局，路网触角延伸到每一
个新型社区。

生态优先，品位提升。一方面通过
大力推进五云山综合生态开发，山区植
被覆盖率由 63.1%增长到 86.3%，已成
为上街区的重要城市名片；另一方面谋
划建设了“五湖一河一库”生态水系工
程，让群众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实现了生态环境由

“短板”到“亮点”的转变。

依托产城融合 建宜居宜业家园
上街区规划建设的12个新型社区，

全部位于或毗邻建成区、产业集聚区、专
业园区，群众可以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也
进一步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促进了产
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2013 年，以通用航空为代表的战
略新兴产业和以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战
略支撑产业比重大幅上升，原来一枝独
秀的铝工业比重下降至不足20%，产业
结构逐步优化。已入住新型社区的劳
动力有89%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或创业，
人均纯收入由搬迁前的 12464 元增长
到14632元。

软件硬件齐抓 统一城乡服务
上街区逐步把工作着力点转移到

了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软
件”完善上，确保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真
正融入城市。

2012年，以五云中心社区的5个搬
迁村为试点，按照“农民既得的利益要
保留，城乡能统一的尽可能统一，城乡
不能统一的，农民在城乡政策中可自由
选择”的原则，试行十个方面的城乡公
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同时，以聂寨、夏
侯两个城中村新型社区为试点，完成了
集体经济体制和“村改居”两项改革，实
现了由村到社区、由农民到市民的历史
性转变。

本报讯（记者 李颖）昨日，我市召开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报告会暨
培训学习总结会，动员全市上下迅速掀起
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结
合实际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和依法治
市工作，为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提供坚强
保障。

市领导王璋、胡荃、王林贺、高建慧、
刘贵新、王哲、王跃华、黄保卫及在郑的副
市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市委副书记、
市政协主席王璋作总结讲话，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哲主持报告会，就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提出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在全面深化
改革、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对推进依法治国进
行了安排部署。市委对十八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学习宣传高度重视，自11月7日开
始举办了为期 5 天的专题培训班，昨日，
邀请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郭学德教授为
培训作专题辅导报告。

郭学德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学、法学、

社会学等学科及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教
学与研究工作，对依法治国相关课题有着
深入的研究，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题，郭学德教授全
面深入地阐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
实质和依法治国的核心，对深刻理解、全
面把握全会精神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副市长吴忠华等三位学员代表联系工
作实际，结合个人学习体会作了交流发言。

王璋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培训班的主
要收获，并就进一步做好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提出三点
意见：一是要把握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二是抓好落实，
全面提升我市依法治市工作水平；三是持
续深化，掀起学习宣传全会精神的热潮。
王璋要求，要置身于新常态，全面提升依
法治市工作水平。要以学习贯彻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为动力，对照年度目标任
务，狠抓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
加快推进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
都市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郑州市坚持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按照“政府
主导、规划先行、政策引领、群众自愿、产城融合、就业为本”的原则，走出一条“中心城市带动、县域组团发展、产业集聚区支“中心城市带动、县域组团发展、产业集聚区支
撑、统筹社区建设”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撑、统筹社区建设”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为更好地推进全市新型城市化建设，今日，《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
中原手机报及报业集团新媒体矩阵同步刊发“新型城镇化系列报道之三”“新型城镇化系列报道之三”————

全域城市化谱写上街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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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强调，推进
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是
写好“人”字。要改革创新、试点先行，
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过去的几年里，上街区审时度势，先行
先试，牢牢把握“天时”“地利”“人和”，
在全市率先走出一条强调效益更注重
质量、以全域城市化为特征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之路，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直以来，如何统筹城乡发展、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都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

问题之一。“四个合理”的工作任务（即合理
的城镇体系、合理的产业布局、合理的人
口分布和合理的就业结构）和“四个城市
化”的目标（即实现全市农民的居住环境
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城市
化和消费方式城市化）在上街区有望能够
提前实现表明，上街区全域城市化的探
索，智慧地回答了“产业在哪里布局、布局
什么样的产业，人们在哪里居住、居住在
什么样的环境”的新型城镇化原始命题。

特别是，上街区按照“农民既得的

利益要保留，城乡能统一的尽可能统
一，城乡不能统一的，农民在城乡政策
中可自由选择”的原则，开创性地试行
十个方面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
实现全区居民“同城同权同待遇”，提升
全域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在免除农民
变身市民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从容融
入城市的同时，又为全市持续推动新型
城镇化，更加坚实地奠定持续发展的城
乡基础，做出了一个好的示范。

总结是为了更好地进步。持续解

决郑州城乡承载功能不足、发展空间不
足、城乡二元和城市内部二元“两个二
元”结构的现实问题，我市新型城镇化建
设，仍需按照“中心城市带动、县城组团
发展、产业集聚区支撑、统筹社区建设”
的发展思路，按照“扩面、提质、惠民”的
原则，以全域城镇化为目标、坚持以人为
本、坚决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注重质
量、全面提升，着力打造自然之美、社会
公正、城乡和谐的城乡形态风貌，开创郑
州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局面。

我市召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报告会暨培训学习总结会

准确宣传阐释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各项部署

因铝而建、因铝而兴，素有“中国铝都”之称的上街区，是郑州市6个市
辖区中唯一的工业型城区，人均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连续多年位居
全省前列。但由于历史原因，该区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和空间严重匮
乏、生态和环境要素制约等深层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城乡发展不均
衡、农民增产增收困难等一系列“三农”问题也亟待解决。
近年来，上街区紧紧围绕省、市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顺应
发展趋势和群众期盼，立足实际，把全域城市化确定为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目标导向，按照“一个主体两个载体”的“三位一体”城乡统筹发展理
念，以新型城镇化六个切入点为载体，大胆实践，持续探索，走出了一条
以全域城市化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