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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在城市各项竞
争力中，财力是真金白银的硬实力。近
几年，郑州财力以每年超过100亿的速
度持续增长，在全国城市排行榜上的位
次节节攀升。2014年中国城市财力50
强排名中，郑州以833.9亿元的财政收
入位居第 14 名，比 2013 年晋升 2 名。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仅次于武汉。

《投资时报》和凤凰网 3 月推出的
《2014年中国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显
示，前十名顺序与 2013 年相比没有变
化，依然被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占据。
从入榜城市所在地域可以看出，沿海的
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的
城市占据了榜单半壁江山，西部省区没

有城市入榜。财力50强榜单的统计数
字来源于当年各大城市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公开数据。影响一个城市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排名的因素主要有：城市行
政级别和规模、与GDP相对应的当地经
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选择、财政税收
体制以及当年的偶发因素等。

近几年，伴随我市经济总量的快速
增长，财政收入也以每年增加100亿的
速度节节攀升。来自市统计局的数字
显示，2012~2014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分别跨过 600 亿、700 亿、
800亿元大关。今年一季度，全市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0.4亿元，同
比增长 4.7%；占全省比重为 31.6%，比

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增速高出
全省平均增速1.2个百分点。在周边九
省省会城市中，我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规模排在武汉之后，居第2位。

城市财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各 项 民 生 支 出 就 源 自 这 个“ 钱 袋
子”。“钱袋子”鼓了，民生也更有保
障。2014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实现833.9亿元，增长15.2%，增
收 110.3 亿元。新增财力向重大民生
事项倾斜。初步统计，2014 年全市财
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
业、住房保障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
出的比重达到71.7%。

河南蓄水34.87亿立方米
应对“南涝北旱”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河南省防汛工作
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因天气原因，目前我
国雨水分布造成南涝北旱，今年我省重
点防汛地区是信阳、驻马店，防汛的三大
重点工作是小型水库加固、山洪灾害防
御和南水北调左岸排水。

为了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干旱天
气，我省也做好了储水准备。截至 6 月
1 日 8 时，全省 21 座大型水库（不包括小
浪 底 、三 门 峡 、故 县 水 库）蓄 水 总 量
34.87 亿立方米，较多年同期均值（28.76
亿立方米）多蓄 6.11 亿立方米。108 座
中型水库蓄水总量 8.54 亿立方米，较多
年同期均值（7.07 亿立方米）少蓄 1.47
亿立方米。

同时，全省已储备防汛抢险物资价
值达11109万元，其中省级储备物资1801
万元。省防指和武警河南省总队联合组
建的“武警河南省防汛抗旱抢险突击
队”将于近期举行防汛抢险培训演练。
各级组建的防汛抢险队也计划开展不同
形式的抢险演练。
郑州晚报记者 李丽君

本报讯 昨日，市长马懿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27次常务会议，重点听取《加快发
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
意见》起草情况及主要内容的汇报。

为加快推进市委十届九次全会提
出的实施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打造
有利于人才集聚、创新创业的发展环
境，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工
业经济科技和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带领
市直相关部门经过广泛调研，借鉴外
地经验，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意
见》。

《意见》明确，以激发释放创业资
源和潜力为主线，以构建众创空间等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载体，实现聚集
创业群体、聚合创新资源、聚焦新兴产

业、聚变发展引擎，力争到2018年创业
服务机构达500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超过10000亿元。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原则上通过
了文件。

会议还听取了今年前 5 个月全市
安全生产事故情况汇报，市政府安委
会主任、市长马懿与市政府行政副职
就各自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对
话谈心。

马懿强调，要通过对话谈心活动，
切实明晰并担负起我们肩头的责任，
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底线思维和法
治观念，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坚决不以牺牲人的生命为
代价换取发展。他要求，要狠抓落实，

突出重点，认真深刻吸取鲁山县 5·25
特大火灾事故教训，进一步深入开展
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活动；要
做好高温防暑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安全度汛；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
督导工作，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
处；要开展好全市第十四个安全生产
月活动，切实强化安全意识，夯实安全
基础。要强化责任，严格安全生产考
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严肃事故调查
处理和事前问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尽一切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规划建设

我省约2000人将赴长三角
参加豫沪产业转移对接
本报讯 为深化区域合作，加快承接上海
及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省政府将于本
月下旬组织豫沪产业转移合作系列对接
活动。记者昨日获悉，省政府办公厅近
日转发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转发的相关
工作方案，安排部署此次对接活动。

据介绍，豫沪产业转移合作系列对
接活动，将由省政府主办，在本月下旬在
上海市举行。对接活动将以“新常态、新
战略、新合作、新发展”为主题，以承接先
进制造业转移为重点，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企业主体，着力搭建豫沪产业转
移合作新平台，促进我省与上海及长三
角地区进一步深化产业、技术、资本、资
源合作，加快推进我省先进制造业大省
建设。活动期间，预计我省约 2000 人将
赴长三角地区开展产业对接，长三角地
区参会客商将在1000人左右。

整体对接活动将安排8项活动，包括河
南省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
动、豫沪深化战略合作恳谈会、“共赢新战
略、共商新合作”——豫沪产业转移合作
推介会暨集中签约仪式、媒体见面会、专
题对接活动等。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本报讯（记者 王继兵 刘俊礼） 昨日下
午，市委书记吴天君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
责人深入新密市、荥阳市调研扶贫搬迁综
合开发工作。他强调，全市上下要提高认
识，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扶贫，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我市扶贫对象
2017 年脱贫，让城乡扶贫对象和全市人
民一道实现小康。

副市长杨福平一同调研。
在新密市袁庄扶贫搬迁社区，吴天君

详细查看了社区建设情况后强调，新密市
要将扶贫搬迁工作纳入新型城镇化、城乡
一体化规划统筹推进，加大工作力度，尽
快让扶贫对象享受到城市化的公共服务，

实现城市化转换。
在荥阳市环翠峪二郎庙村，吴天君先

后深入村民王德义和慎平义家中，详细
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征询村
民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意见和建议。他要
求，荥阳市要抓住当前国家扶持易地扶
贫搬迁和新型城镇化的机遇，按照“产业
为基、就业为本”的原则，加快推进山区
贫困群众易地扶贫搬迁，统筹做好群众
就业安置工作，一劳永逸地解决贫困群
众奔小康问题。

在调研中，吴天君要求，要认真落
实省委书记郭庚茂关于扶贫工作“转、
特、迁”的要求，一是要将扶贫开发纳入

全市全域城镇化体系一体推进。在搬
迁过程中，统筹解决扶贫对象的生产生
活、创业就业、上学就医、养老社保等问
题，实现贫困群众的城镇化转换。二是
要用旅游产业引领的理念来统筹谋划
和推进扶贫工作。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历史风貌村保护和旅游开发，在实现农
村扶贫对象就业生活环境改善、城镇化
转换的同时，优化全市生态环境，推动
消费升级、拉动内需，促进群众生活质
量提高、产业转型升级、城乡统筹发
展。三是要坚持“政府主导、分类施策、
市场化运作、全社会受益”的原则，做好
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完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做好产业规划和就业服
务，紧紧依托各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
禀赋、文化内涵、产业特色，因地制宜，
分类推进。

吴天君强调，扶贫开发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基础性、攻坚性工作，向贫
困宣战，让城乡扶贫对象与全市人民一
道实现小康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政
治责任和历史任务。全市上下要认真
贯彻落实扶贫开发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开发力度，尽快改变
贫困地区面貌，确保我市 2017 年扶贫对
象脱贫，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

我们生活在郑州，热爱着郑州的风土人情，感受着郑州的发展变化。近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随着以航空港为统揽的
郑州都市区建设的持续推进，郑州的城市风貌、经济实力和城市品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变化，市民的生活环境和生
活质量也有了较大提升和改善。郑州，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商都，正以铿锵的节奏迈出发展壮大的坚实步
伐，正以昂扬的姿态向世人展示它所具有的实力、魅力和城市竞争力。

核
心
提
示

郑州创业服务机构
到2018年力争达500家
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政策
马懿与市政府行政副职就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对话谈心

“钱袋子”年增百亿

城市财力50强 郑州攀升至14位

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