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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在全省的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郑州是河南的名片，是河南对外开放的窗口，郑州要进
一步强化“龙头”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昨日下午，省委副书记、
省长谢伏瞻与出席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郑州代表团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深情寄语省会
郑州，要加快发展，力争在全省实现“四个率先”——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率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率先推进科技创新。

2014 年，我市民生支出达 658.8 亿
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71.7%。新
增城镇就业15.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11.4万人，完成创业培训1.3万人。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新建幼儿园
60 所、新增学位 1.94 万个，市区新建改
扩建中小学校 34 所、新增学位 4.86 万
个，5.56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基本
实现“应入尽入”。

加强社会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金、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待遇、城乡
低保对象等生活困难群众保障标准进
一步提高，新建“儿童之家”100个，新建
农村示范性养老服务中心90所，社会保
险参保人数突破1200万人，开工建设公
租房1.6万套，基本建成2万套，我市蝉
联全国“七星级慈善城市”。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

郑州片医特色基层卫生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宜居健康城、区域医疗联合体等卫生
项目稳步推进，新增床位3362张。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巩固提
升110所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编制实施《美丽
郑州规划》。全国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
加快建设，重点河道拦蓄水工程、重点水
系生态修复提升工程、引水入密工程等
相继开工，南水北调主干渠按期通水。

植树造林 8.5 万亩，建设生态廊道
880 公里，市区新增绿地 1620 万平方
米，建成开放公园12座，成功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

投资 1.4 亿元解决了 28.3 万人农
村饮水安全。扶贫开发成效显著，完
成易地扶贫搬迁 2.7 万人、整村推进 25
个，实现脱贫4.47万人。

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2015 年依然要突出抓好民生改
善，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

《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
代化建设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把郑
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商都”。郑州
力争用三年时间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环境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体
系，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建设国
际商都奠定基础。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
推进附着在户籍上的教育、医疗、就业、
社保等领域的配套改革。

推动公共服务共享、城镇布局形态
和城市品质提升，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推进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和

“四个优先”区域内村庄拆迁改造。
编制完成全市域新农村建设提升规

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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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推进坚强智慧电
网建设。新建、改建自来水管道120公里，
完成柿园、白庙水厂水源置换，让全市人
民尽快饮用南水北调优质水。加快推进
双桥污水处理厂建设，力争郑州新区污水

处理厂建成运行，新增日污水处理能力25
万吨。扩大暖气、天然气覆盖范围，新建、
改造供热管网 80 公里，新增供热能力
1900万平方米。

加快打造15分钟生活圈，建设“整
洁、畅通、有序”的城市形态。

加快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力争
市区禁燃区面积达到建成区面积的
60%以上。

加快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建设，开
工建设牛口峪引黄工程、石佛沉砂池向
西区供水工程和环城生态水系循环等重
点工程；以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防治为
重点，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再解
决12万人农村饮水安全。

抓好生态廊道、综合公园、南水北
调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完成营造林总规
模13.7万亩，市区新增绿地500万平方
米以上，建成区级综合性公园10个。

力争民生投入继续占财政支出比
重达70%以上。新建城乡幼儿园40所，
新增学位8000个以上；市区中小学新建
改扩建30所，新增学位3万个以上。推
进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等30余个
卫生项目建设。新开工建设保障房14.5
万套、基本建成6.2万套。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4万人、整村推
进20个，实现脱贫5.4万人。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

郑州条件最好、实力最强，责任也最大。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方面应该走在全省前面，对全省有更大
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谢伏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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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4年
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的25%以上

2014 年，我市多措并举加
快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工业七
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完成2160亿
元，增长 13.3%，对全市工业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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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高
耗能行业比重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完 成 2890 亿
元，占全省的 25%以上。高成
长服务业加速发展，传统服务
业稳步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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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展 ，新 引 进 金 融 机 构

35 家。
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交易额

达到 2800 亿 元 ，增 长 30% 以
上。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显
现，全市产业集聚区对工业增
长、投资拉动、就业转业的贡献
率分别达到 78%、60%和 55%，
已成为支撑带动全市经济发展的
主阵地、增长极。

都市生态农业加快发展，
农业组织化、机械化、产业化、
科技化水平稳步提升，粮食生
产总体保持稳定，十大现代农
业示范区和47个现代都市农业
示范园扎实推进，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集群达 26 个，农产品
加工业营业收入达1200亿元。

展望2015年
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加快产业集聚区发展

2015年，我市将突出抓好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围绕打造“万
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5 千亿
级汽车及装备制造基地和6个千
亿级产业基地”，大力发展先进
制造业和高成长服务业，加快构
建以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
造、现代商贸物流、文化创意旅
游为核心的大都市战略支撑产
业体系，持续提升郑州新兴产业
的比重以及在全国、全球的竞争
力和市场占有率。

做大做强战略支撑产业，
以富士康、海尔、格力等企业为
龙头，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电
子信息产业制造基地，力争产
值达到3500亿元。

依托宇通客车、东风日产、
郑煤机、中铁盾构等企业，着力
打造世界级客车生产基地、全
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力争
汽车及装备制造业产值达到
2600亿元。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巩固提升硬超材料、新型耐
材的产业优势，加快培育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智
能机器人等新兴业态，努力形

成新的增长点，力争产值达到
2600亿元。

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着力推进现代食品制造、铝及
铝精深加工、品牌服装及家居
制造集群化、品牌化、高端化发
展，力争产值突破3000亿元。

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发
展 ，强 化 新 型 工 业 化 载 体 建
设 ，力 争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24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达到 1600 亿元。

打造全球网购商品集散
分拨中心和国际知名的网上
商都，力争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3500 亿元；发展现代物流业，
以航空港、国际陆港为核心，
着力打造国际物流中心；发展
金融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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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动商贸业升级发
展，加快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
业街区建设。打造国际化时尚
文化创意旅游中心；加快建设
中原动漫文化创意中心，打造
郑州品牌。

请继续阅读AA13版

率先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

河南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郑州要走在前面。要发展
现代服务业，真正把郑州建成一个服务业的中心，从
而辐射带动全省。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要培育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谢伏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