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坚持把开放创
新 贯 穿 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领域、全过程，以开放
水 平 和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为
核心，以开放平台和创新
创业载体建设为抓手，积
极 申 建 中 国 郑 州 自 由 贸
易区，着力构建国际化、
现 代 化 开 放 型 经 济 体 系
和科技创新体系。

【任务】全面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
航空港、国际陆港、郑欧班
列、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
等载体平台功能提升，加快
推进新郑综合保税区拓展、
郑州特种商品进口口岸和
经开综合保税区申建工作，
积极引进中国邮政等大型
物流集成商建设分拨集散
中心；着力引进“三力”项

目、引技引智项目和新兴产
业项目，提升招商选资质量
和水平；推动加工贸易扩大
规模、提高质量，发展服务
贸易，努力形成以技术、品
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
口竞争新优势。

加快推进国家专利审
查协作河南中心、国家技术
转移郑州中心等功能平台
建设，加快建设创新创业综
合体，规划建设科技服务业
集聚区；引导企业开展技
术、管理模式创新，鼓励企
业商务模式创新，构建线上
线下相统一的全渠道销售
模式和个性化、定制化生产
模式；以引进培育科技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为重点，着力
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实现人
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
对接。

新常态孕育新希望，新希望开启新征程。昨日召开的市委十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对今年及今后一
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作为新常态，努力开创以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都市区建设新局面。
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和《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紧紧围绕打造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
大产业、建设以国际商都为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的“三大一中”战略定位，抢抓“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坚
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抓改革创新、强投
资开放、促结构转型、求民生改善，提升“三大主体”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和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
的郑州都市区建设，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努力实现四个方面的新突破：一是以航空港实验区改革先行先试示范区建设为标志的全面深化改革实
现新突破；二是以畅通郑州工程、大棚户区改造、城乡承载功能提升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新突
破；三是以航空港实验区为引领，深化开放创新双驱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实现新突破；四是以网格化
长效机制为依托，在提升群众生活质量上实现新突破。
重点做好七项工作：一是以体制机制创新带动航空港实验区突破发展；二是以重点领域改革带动改革
的全面深化；三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带动新型城镇化提质增速；四是以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带动发展
方式转变；五是以开放创新双驱动带动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六是以大气污染治理为重点带动生态环
境改善；七是以民生改善带动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记者 孙娟 覃岩峰 裴蕾

以体制机制创新带动航空港实验区突破发展

【核心】围绕“建设大枢纽、发展
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的
发展主线，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全面完成“一枢纽、一专案、三片区、三
个十”的重点建设任务。全面实施航
空港实验区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示范
区总体方案，积极推进物流、投资、贸
易、监管“四个便利化”，加快构建既
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实验区发展需
要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机制。

【任务】确保机场二期年底投

用，并协同推进郑州东站至机场
城际铁路、南四环至郑州南站城
郊铁路、机场高速改扩建等重大
交通工程建设，力争其同步建成
投用；推动富士康研发中心、航空
物流等高端项目向实验区加快转
移，带动实验区智能终端研发制
造基地加快建设，确保智能手机
产能突破 2 亿部。力争东部片区
起步区年底前、南部片区起步区
明年底前主体形象呈现，北部片
区起步区明年底前基本建成。

以 IBM 郑州数据中心、超微
高端服务器等 10 大招商项目；友
嘉精密机械产业园、中移动大数
据中心与河南总部等10大产业项
目；河南电子口岸服务中心、特种
商品指定口岸、E 贸易试点等 10
大要素平台项目为重点，力争新
引进项目 50 个以上，签约总金额
1500亿元以上。支持穆尼飞机组
装生产、通航机场布局建设等通
航产业发展，争取列入国家首批
低空空域开放试点区域。

以重点领域改革带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核心】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
革，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带动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为
郑州赶超发展增创区域竞争新
优势。

【任务】全力推进“五单一网”
制度改革，3月底“五个清单”向社

会公布，今年年底前“四级联动”
的政务服务网全面运行；持续深
化“两集中两到位”改革，全面推
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持续深
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着力在推广
PPP 模式、拓展融资渠道、做活多
元业务上求创新、求突破，进一步
强化政府投融资公司的法人治理

结构和市场主体地位。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

成全市 30%的家庭承包耕地的确
权登记工作。同时，持续深化土
地管理制度改革、金融支持小微
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五险
合一”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带动新型城镇化提质增速

【核心】按照“扩面、提质、惠
民”要求，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任务】强力推进三环到四环
之间城中村和“四优先”区域棚户
区拆迁改造，力争今年年底我市辖
区内村庄拆迁基本完成，加快安置

房建设，力争年内50%的动迁群众
实现回迁；编制完成“五规合一”全
市域新农村建设提升规划，开工建
设一批新市镇社区，加快实施历史
文化和自然生态风貌特色村保护提
升工程，建设一批美丽乡村。

持续推进轨道交通、城郊铁
路、京广路二期、金水路准快速化等

重大工程，实现陇海路快速通道全
线竣工；开工建设有轨电车、农业路
高架以及新的支线路网打通等一批
重点工程；持续做好生态廊道建设
和升级提升工作；加快推进一批城
市水电气暖及生态环保等城乡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基本完
成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

【核心】要加快推进工业结构
优化升级，紧紧抓住做强工业这
一战略任务，以产业集聚区为依
托，进一步扩大优质增量，调整优
化存量，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
产能。

【任务】加快推进七大主导产
业发展，力争主导产业销售收入
突破万亿元；积极实施千亿级集
群、百亿级园区、战略性企业和“4
个 100”工业项目建设工程；突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培育
壮大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3D

打印、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加
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综合运用
延伸链条、兼并重组、技术改造、
淘汰落后等手段，促使有色、电
力、煤炭等经营比较困难的企业
尽快摆脱困境。

以龙湖金融中心建设为重
点，提升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
功能区发展水平，打造国际化区
域金融中心；加快建设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城市，着力打造全球网
购物品集散分拨中心和国际知名
的网上商都；加快发展全域旅游，
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发

展养老、健康服务业、信息消费等
新兴业态，加快国家信息消费试
点城市建设；持续做好服务业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完成市场外迁
任务，加快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
业街区建设，争取郑东新区中央
商务区成为首批全国服务业示范
园区，加快申报国家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
调控，加强市场分析监测和市场
监管。加快发展都市生态农业，
培育一批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园区
和产业化集群，占领都市农业发
展制高点。

以开放创新双驱动
带动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

【核心】持续推进“蓝天
工程”，以治理大气雾霾为
重点，全力做好燃煤锅炉拆
改、引热入郑、机动车污染
治理、道路和建筑工地扬尘
治理、工业企业外迁等工
作，加快推进“气化郑州”建
设，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强
化环境应急能力建设，努力
实现空气质量向好的目标。

【任务】加快推进水生
态文明试点城市建设，全面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突出牛口峪引黄调
蓄、环城循环水和水源开
辟、水污染治理、城市防洪、

重点区域水景观建设。以
园博会筹建为契机，巩固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突出
抓好生态廊道、综合公园、
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森
林公园等重点工作，全面启
动园博园建设，加快林业生
态市规划建设，做好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加强农村
公路两侧“双违”整治，完成
区级综合公园建设。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补偿、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和责任追究机
制，探索实施节能量、排污
权、碳排放、水权的交易制
度，试点推行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

以大气污染治理为重点
带动生态环境改善

【核心】按照“守住底
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
导舆论”的要求，持续保障
和改善民生。全面落实主
体责任，继续加大财政投
入，认真办好省市民生“十
大实事”。

【任务】千方百计扩大
就业，以创业带就业，突出
抓好大学毕业生、农村转移
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
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切实
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提
升“五险合一”市级统筹，实
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和扩
面征缴计划，扩大社会保险
参保覆盖面；加快完善城乡
低保救助制度，全力抓好保
障性住房建设。

持续构建普惠性基础
教育体系，促进教育资源均
衡配置；持续打造郑州片
医 特 色 的 基 层 医 疗 服 务
体 系 和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体
系，加快推进医疗联合体
和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
加 快 推 进 西 区“ 四 个 中
心 ”建 设 ，强 化文艺精品
创 作 ，打 造 郑 州 文 化 品
牌。强力推进扶贫开发，
大力发展生态游、郊区游、
休闲观光游，强化贫困群
众就业增收能力，在全省
率 先 实 现 脱 贫 任 务 。 进
一步深化网格化管理，强
化农产品、食品药品安全
和安全生产监管，深入开展
平安郑州建设，确保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

以民生改善
带动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B

C

D

E

G

AA07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统筹：孙友文 编辑：李俊艳 美编：金驰 校对：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