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稳步增加，日子越
来越甜。钱包鼓起来的城
乡居民，生活不差钱，开始
追求质量、讲 究 品 质 。 统
计 显 示 ，2014 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共 实 现 2915 亿

元，比 2011 年增长 46.9% ，
平 均 每 年 增 长 13.6% 。 城
乡 居 民 储 蓄 由 三 年 前 的
3252 亿 元 增 至 4850 亿 元 ，
汽 车 保有量则由 183 万辆
增至 279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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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十届十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解读

开栏的话：
2014年坚实走过，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

官，全市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望三年的发展
变化，数字是最直接的表达。本报即日起开设“三年大盘点
数字看发展”栏目，通过一组组数字折射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坚
实成果，折射百姓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的真切感受和幸福生活。

（上接AA05版）

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

培育了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现代领导能力、敢于担当的干部队伍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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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亮
点
速
读

通过集中培训、外出考察、外派锻炼，完善责权相一致、管事与管人相统一、平时考核
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建立经济社会主战场选拔任用干部制度，形成了干部凭业
绩自动生成机制，树立了“重基层、重一线、重实干、重实绩”的干部导向。

三年来，培训县处级
干部 1.2 万人次，全市共有
116 名富有基层工作经验、
敢于担当的干部被充实到
了县（市）区领导岗位，有

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在县
（市）区党政领导班子中的
比例达到50%。

有 52 名拥有博士、硕
士学位的干部到一线接受

锻炼或被提拔使用，县处
级干部中高学历干部的比
重达到 18%；85 名经过外
派锻炼的干部在改革开放
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了一个“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的干事创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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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从严治党，以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正风肃纪，以推进依法治市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以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形成了推进都市区建设的强大合力。

抓好县级以上机关领
导 班 子 民 主 集 中 制 、党
内 政 治 生 活 常 态 化 制
度 、干 部 选 拔 任 用 制 度 、
反 腐 倡 廉 体 制 机 制“ 四
项 制 度 ”建 设 ，深 化 基 层
民 主 科 学 决 策 机 制 、矛
盾 调 解 化 解 机 制 、便 民
服 务 工 作 机 制 、党 风 政

风 监 督 检 查 机 制“ 四 项
基 础 制 度 ”建 设 ，持 续 抓
好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问 题 整
改 和 中 央 巡 视 反 馈 意
见 、省 委 巡 视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落 实 和 建 章 立 制 工
作，形成纠正“四风”、改
进 作 风 、反 腐 倡 廉 的 常
态 化 长 效 化 机 制 ，全 面

提 升 队 伍 建 设 、组 织 建
设 、作 风 建 设 水 平 ，营 造
干 事 创 业 、廉 洁 自 律 、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打造
具有坚定政治素养、国际
化 视 野 、现 代 化 水 平 、敢
于担当、作风过硬的干部
队伍，为建设郑州都市区
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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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全市城乡居民新
增就业75万人。

社保：推行“五险合一”
市级统筹，实现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城
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340
元提高到470元；农村低保标
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
260元。全市最低工资标准
由1080元提高到1400元。

住房：实施保障性住房
“三房合一”改革，累计新开
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31 万套
（户）；投资 2.5 亿元提前两
年完成了全部 1968 个老旧
小区改造，受益户数 25 万
户；历史积累的三年以上未
能回迁的城中村改造2.5万

户群众已回迁5600户，今年
底将全部回迁新居。

信访：持续开展信访
问题集中化解，妥善解决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诉求
问题 5000 多个。

扶贫：累计完成易地扶
贫搬迁6万人、整村推进89
个。累计投入敬老院建设
资金5000多万元，新改建农
村敬老院38所。

教育：市区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95所，新增优质中
小学学位8.4万个。

医疗：市属医疗卫生单
位新增床位近 1 万张，“郑
州片医”服务模式基本实
现城乡全覆盖。

生态：完成生态林营
造 45 万亩，市区新增绿地
面 积 3450 万 平 方 米 ，生
态水系加快建设，成功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市区建
筑 工 地 扬 尘 治 理 基 本 实
现 全 覆 盖；三环内 80%以
上的污染企业实现外迁。

收入：三 年 来 ，全 市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由 2.16 万元增至 2.9 万
元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由
1.1 万元增至 1.6 万元，城
乡 居 民 储 蓄 由 3252 亿 元
增 至 4850 亿 元 ，汽 车 保
有 量 由 183 万 辆 增 至 279
万 辆 ，人 民 群 众 生 活 质
量得到显著提升。

都市区三年行动计划
带来崭新发展局面，也带给
全市居民握在手里、甜在心
里的实惠。来自市统计部

门的数字显示，2014 年，全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2.9 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近 1.6 万元。

三年来居民收入的数
字，清晰画出来“芝麻开花节
节高”的上升图：2012 年至
2014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实现 24246 元、
26615 元、29220 元，同比分
别增长 12.2%、9.8%、9.8%；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现
12531 元 、14009 元 、15870
元，同比分别增长 13.4% 、

11.8%、11.4%。与三年前相
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 2011 年增长 35.2%，年
均增长10.6%；农民人均纯收
入比 2011 年增长 43.6%，年
均增长 12.8%，年均增幅比
城镇居民高 2.2 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1 年
的 1.96∶1 缩小到 2014 年的
1.84∶1。

是哪些因素支撑了居民
收入的增长？调查显示，无
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工资
性收入都是增收的主要力
量。就业形势稳定、最低工
资标准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推动居民工资性收
入稳步上升。转移性收入平
稳增长，成为城乡居民增收
的重要补充。养老金、最低
保障等一系列民生举措，有

力保障了基层群众收入的增
长，带动了农民转移性收入
增长。居民投资意识的进一
步增强，推动财产性收入快
速增加。2013 年，全市城镇
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同比增
长 28.6%。财产性收入在四
项主要收入因素中，占比最
小，增幅最高。去年前三季
度，全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
入同比增长高达43.9%。

幸福数字

比比看看

权威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