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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底“五个清单”向社会公
布，年底前“四级联动”的政务服务
网全面运行；完善基金管理公司与
商业银行、风险投资机构互惠共赢
新模式，争取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规
模突破 100 亿元……这是刚刚结
束的市委十届十次全体（扩大）会
议上，市委、市政府对今年的改革
工作作出的新部署。

率先改革，率先取得成果，率
先取得经验，率先在全省推广，这

是省会的责任，是郑州人民对全省
人民的担当。

2014年，我市着眼于理顺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持续深化提升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市级行政审批职能
承办处室由改革前的 117 个减少
到 40 个，在全省率先启动“五单一
网”制度改革，行政审批效率整体
提速60%以上。

持续深化金融支持小微企业
体制机制改革，在全国率先打造金

融支持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在全国
首设小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以

“共保体”模式支持科技型企业为
突破和带动，破解小微企业“三难
一贵”融资问题；着眼于提高政府
性资源配置能力，持续深化土地管
理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投融资体制
改革，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保
障性住房“三房合一”改革、市属国
有企业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等工
作，改革红利得到不断释放。

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
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在牵动全
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
发展新动能。

2014 年河南省新闻界迎新春
座谈会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郭庚茂提出，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桥头堡，郑州是最佳点。

对于这一点，郑州在力证。一
趟趟稳定开行的郑欧班列一路向
西，与中亚、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密切相连；开行多年的“五定班列”
向东“借港出海”，让连云港、青岛等
海港，成为了自己的出海口。借助
于此，郑州的物流触角，已经延伸到
了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家。

2013年7月18日，首班郑欧班
列开行，运输范围覆盖欧洲14个国
家36个城市，运行时间比海运少25
天左右，而运费比空运低 20%至
80%，迅速成为亚欧两洲之间高效
物流大通道。截至去年底，郑欧班
列已累计开行了100班，货运量、满
载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均位列中
欧班列第一，基本实现了“线路多元
化、货源多元化、出境口岸多元化、
多式联运”的“四多”目标，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物流运输方面的分量越来

越重。
依托郑欧班列，郑州国际陆

港正在建设之中，保税物流区、多
式联运集疏中心、国际陆港联检
中心、智慧物流信息中心、国际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国际陆港商务
中心、菜鸟(中国)智能骨干网……
一大批正在建设中的项目与郑欧
班列一起，构建了一个现代化、国
际化的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营商
环境，向着“买全球、卖全球”的战
略目标强势迈进。

李克强谈“一带一路”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
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
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

李克强谈
经济转型
推动产业结构迈向

中高端，新兴产业和新
兴业态是竞争高地。

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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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战略性产业比
重提高到 46.5%，高耗能行
业比重下降到 42.3%，战略
性新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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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产业转移、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做“加法”，立足
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
能做“减法”，依靠科技创新
添动力、增活力，我市坚持扩
大优质增量与调整优化存量
并举，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经济转型迈出坚实
步伐。眼下，郑州工业结构
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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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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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超硬
材料、新型耐材等产业优势，
加快培育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兴业态，力争产值
达到 2000 亿元以上；大力实
施“智能制造”工程……

新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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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大都市战略支撑产业
体系。

郑州实践
七大主导产业
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超八成

词看“郑州实践”
告如何“精准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