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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十届十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解读

2012 年 4 月以来，以网格为载体的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
从无到有，逐步完善提升，已渗透到绿城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我市构建起了以网格为载体的长效机制，基本构架是三级网格、四级平
台、五级联动，群众工作队积极参与。市、县两级共派出群众工作队 6396 支，
下沉网格公职人员 4.5 万人，基层网格排查问题化解率保持在 95%以上。

探索了一个具有郑州特色的坚持依靠群众
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

三级网格：我市以乡
镇（办）为单元，科学划分
了乡镇（办）、村（社区）和
组（楼院、街区）三级网
格。执法部门则通过人员
下沉实现政府部门重心下
移。与此同时，通过明晰
网格内的乡镇（办）职责、
职能部门职责、网格人员
职责和下沉人员职责，夯
实“条块”融合的基础。

四级平台：就是搭建
市、县（市）区、乡镇（办）、
村（社区）四级联网的社
会公共管理信息平台，确
保各类问题应发现尽发

现、应处置尽处置，形成
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
工作合力。

五级联动：就是由市
委常委分包县（市）区，县
（市）区党政班子成员和
市直单位群众工作队分
包乡镇（办），乡镇（办）党
政班子成员和县（市）区
群众工作队分包村（社
区），村（社区）干部分包
村组、楼院、辖区公共单
位，市直、县（市）区直行
政执法部门班子成员分
别分包乡镇（办），构建

“事事有人管、人人都有

责”的工作新格局。
通 过 部 门 职 能 下

放 、职 能 部 门 人 员 下
沉 、整 合 行 政 资 源 ，充
实基层力量，实现政府
职 能 在 网 格 内 的 全 覆
盖。群众反映的应由政
府解决的问题 95%以上
在县（市）区以下的网格
中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剩余 3%～5%反映到市
里处理的问题通过市级
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督
促解决。
（请继续阅读A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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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枢纽：新郑机场货邮吞吐量
三年增长2.6倍，增速连年保持全
国机场第一；机场二期工程、“米”
字形高铁网工程加快推进，郑开城
际铁路建成运营，新改建高速公路
355公里。2014年，我市全力构建
大枢纽，机场二期主体工程提前封
顶，外围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重
大工程加快建设；机场客运量达到
158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7万吨，
增速继续领跑全国。

开放体系：拟定了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体制机
制创新示范区总体方案，实施市
级行政执法权全面委托；实现河
南电子口岸门户平台上线试运
行，智能终端出口退税资金池投
入运行，中国郑州航空港引智实
验区获批，人才集聚效应初步显

现。上海自贸区9项海关监管
创新制度得到复制实施，

初步形成了与沿海相当、与国际
接轨的对外开放体系。

进出口：2014 年，全市进出口
总额预计完成468亿美元，是2011
年的2.9倍。国际陆港累计实现集
装箱吞吐量12.5万标准箱，郑欧班
列实现常态化运营，班列班数、货
重、货值均居中欧班列首位。

电子商务：E贸易电子商务服务
试点加快推进，日处理走货量突破1
万包，累计进出口值突破亿元大关，
位居全国同类试点城市前列。

口岸：整车进口口岸正式运
行；综合保税区、电子口岸、肉类口
岸、、医疗器械指定口岸、药品口
岸、全国邮政转运口岸加快推进；
粮食口岸获准筹建；汽车口岸、海
关多式联运物流监管中心获批。

招商：深入开展集群招商和产
业链招商，新签约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212个，签约总额3124亿元。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国际陆港建设全面启动；
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我市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
城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和郑欧班列运行从破冰启动到持
续突破，保持了通关体制、运营机制、经营规模在全国的先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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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A04版）

围绕郑州最终实现现代化“产业在哪里布局、布局什么产业，人们在
哪里居住、居住什么环境”，梳理出郑州都市区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和产业
分布。

高起点编制了《郑州都市区空
间发展战略规划》《美丽郑州建设
规划》《战略支撑产业发展规划》等

涵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指导性规
划，通过“五规合一”、边界控制促
进郑州步入科学发展轨道。

新
闻
解
读

奠定了一个支撑郑州持续发展的城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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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个主体两个载体”统筹城乡发展理念，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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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畅通郑州工程：交通道路建设取
得重大突破，“两环三十一放射”、“大
井字+环线”快速路网体系加快形成，
地铁1号线投入运营，10条市域快速
通道基本建成通车，266条支路打通
工程全面启动、竣工128条，16座绕
城高速互通立交建成10座，新改建
县域路网1476公里，全域通达、廊道
配套的路网框架基本形成。

城镇化率：城镇化率由2011年
的64.8%提高到68%左右，全市各类
城区包括县城组团新增建成区面
积约111平方公里。

“四类社区”建设：全市1994个
行政村有1033个村、210万农民参
与“四类社区”建设，启动安置房建

设面积2亿平方米，竣工4511万平
方米，已有80万农民实现回迁，配建
学校352所、文化卫生设施583处、
市政道路644条，确保了一大批水电
气暖等公共设施项目落地建设。

机制体制：“一个主体四个权
益”、农村“三改”、公共服务覆盖常
住人口制度创新等措施，让更多群
众享受到了城市化公共服务、实现
了城镇化转换。

郑州提出，“一个主体四个权
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
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农民集体收
益分配权、新型社区房屋的所有权
等“四项权益”必须得到保障，让农
民当期得实惠、长远有保障。

构建了一个支撑郑州跨越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年来，我市坚持扩大增量与调整存量并举、转型升级与帮助解困并重，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转型迈出坚实步伐，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标志性突破。

数据：全市共引进落
地和建成投产“三力”型
产业项目 80 个，投资总
额2505亿元。战略新兴
产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
由 2011 年底的 33.7%提
高到47%；高耗能产业比
重由 2011 年底的 51.8%
降至 42%；生产性服务
业、高技术服务业在服务
业中的比重较2011年分
别提高 3.7 和 4 个百分
点。

2014 年，工业七大
主 导 产 业 增 加 值 完 成
2150 亿元，增长 13.3%，
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87%；汽车及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
材料、生物及医药四大战
略 性 产 业 比 重 提 高 到
47%，高耗能行业比重下
降到42%，战略性产业比
重首次超过高耗能产业，
标志着我市工业结构调
整取得重大突破。

框架：我市电子信

息、汽车与装备制造、现
代商贸物流、文化创意旅
游四大都市区战略支撑
产业快速发展，以七大工
业主导产业为标志的先
进制造业和以七大商贸
主导产业为标志的高端
服务业框架基本形成。

项目：国家级互联网
骨干直联点城市、国家专
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技
术转移郑州中心等国家
级功能平台项目落地实
施。2014年，我市积极培
育航空港产业体系，全面
深化与富士康战略合作，
引领带动智能终端产业
加快发展，手机产量突破
1.5 亿部，占全球产量的
八分之一，初步形成全球
重要的智能终端生产基
地，富士康销售收入突破
2000 亿元。加快引进重
大战略项目，菜鸟骨干
网、友嘉机械产业园等一
批项目入驻或落地建设，
累计签约项目 51 个，总

投资 1458 亿元；中部国
际电子商务产业园建成
运营；穆尼飞机“郑州号”
下线交付，我市成为中西
部地区首个生产通航认
证飞机的城市。

成绩：现代服务业
“十中心”建设加快推进，
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
服务业增加值完成 3000
亿元，占全省的 25%以
上；现代商贸物流、文化
创意旅游发展提质增速，
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
设取得新突破，新引进金
融机构 35 家，郑商所国
际期货定价中心地位进
一步提升；电子商务发展
迅猛，网络零售额、交易
额分别占全省的 46%、
50%；房地产市场继续保
持 平 稳 向 好 的 发 展 态
势。产业集聚效应进一
步显现，13 个省级产业
集聚区和12个专业园区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800
亿元、增长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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