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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十二五”期间
新郑共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82 所，幼儿
园 36 所，迁建高中 1 所，继续完善小学、
初中、高中段 12 年免费教育，高考成绩
连续24年保持郑州市先进位次。

在养老服务保障上，60 周岁及以上
群众参保率达 100%，建成村级幸福院、
社区托老站28家，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
体检，推行6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公交

车和免费参观景区景点政策，70 岁以上
老人享受高龄补贴。

看病就医，出家门步行5分钟就能找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9.8%，城乡
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7%。

民生“110”指挥中心共受理群众
来电 12 万余次，其中立案 78462 件，办
结 78322 件，办结率 99.8%。

聚焦“十二五”新郑新变化

“十二五”期间，新郑市通过推动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使城市脱胎换骨，市民生活质
量不断提升。5年来新郑从乡村
到城市所发生的巨变，为我们展
现出新郑发展的美丽新画卷，新
郑处处充满生机与希望、充满人
文与关怀。 记者 杨宜锦 新郑
播报 李显文 文/图

五年跨越展宏图

“十二五”期间，新郑市紧紧围
绕建设临空经济强市的目标，深入
实施“双承接、双融入”战略，充分发
挥区位、交通、资源等优势，坚持稳
中求进，加快转型升级，抓改革、强
投资、调结构、求提升，主导产业项
目快速推进，“三主三辅”产业体系
日益完善，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
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88.8亿
元，2011 年增至 439.6 亿元，比上年
增 长 13.8% ，而 到 2014 年 ，达 到
568.5亿元，平均增长11.6%，地方财
政收入也从 2010 年的 18.8 亿元，突
破至2014年的87.9亿元。

新型城镇化新三年行动计划，
让更多农村群众过上城市化生活。
民生优先、发展惠民，基本实现城乡
居民社会保障无差别，实现教育医
疗、公共卫生、文化广电等公共服务
全覆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0年的15892元提高到2014年的
24893 元，增长 56.6%，农民人均收
入从 2010 年的 9458 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15409 元，增长 62.9%。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 2010 年 87.8 亿元，2014
年203.1亿元，年均增长23.3%。

“唱响”惠民好声音

“十二五”期间，新郑市以“民生
为本、人水和谐”理念，坚持以民生
水利、生态水利和安全水利导向，强
力推进安全饮水、农田水利、河道治
理、生态水系、水库除险等重点水利
工程。新郑新打及升级机井 6685
眼，新增及恢复灌溉 36.74 万亩，发
展节水灌溉 18.63 万亩；水库除险加
固18座，综合治理河道41.3公里，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46.5 平方公里；先
后7批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
建成单村、联村、乡镇集中水厂等农
村安全饮水工程85处，共解决17.38
万人的饮水问题，在全省率先实现

“村村通”自来水，全市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99.3%。

与此同时，新郑市还投资 15 亿
元，按照“利用水资源、打造水景观、
彰显水文化、谋求水经济”的思路，
以原有河道洼地、沟渠山林为基础，
通过持续提升、改造、延伸、新建，顺
河扩水，临水造景，基本建成轩辕湖
湿地文化园、轩辕湖公园、黄水河公
园等湿地游园，初步实现了“水清河
畅、岸绿景美”贯穿城市中心的生
态湿地系统和滨河景观带。

交通建设铸就华章

新郑市道路交通的迅猛发展，在给全
市人民生活带来质的飞跃的同时，也彰显
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活力。2015年
贯通的中华路北延工程，为新郑市再添通
往郑州的大型通道，大大有助于该市在物
流、人流方面更快地融入大郑州。目前，
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1986公里，已基
本形成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为枢纽，市域
快速通道为骨架，镇村道路为脉络，辐射
成网、四通八达的现代公路体系。

5年期间全市新增市内外客运线路3
条，拥有城乡及城际公交线路31条、营运客
车552辆，圆满完成了重点时段、重要物资、
重大活动的运输保障任务，运输服务水平
明显提高，群众出行满意指数稳步提升。

扶贫开发群众共富

“十二五”期间，新郑市围绕“既要金
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念
好“山”字经、做足“绿”文章、做强“特”产
业、迁出“新”居民，为山区贫困群众开启
幸福之路。

为摘掉“贫困”这顶帽子，5 年来，新
郑市委、市政府和具茨山景区管委会高
起点规划，争将具茨山景区建成集旅游
观光、康健疗养等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
生态文化旅游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
家乡村旅游示范区；引进12亿元资金，发
展农业休闲生态旅游，以彻底改变具茨
山贫困的旧貌。

为进一步改善山区群众的生活，新
郑还启动建设具茨山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新型社区按照“六通十一有两集中”
的标准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
便捷的服务。

创新激活发展新动力

“十二五”期间，新郑市加快科技创
新步伐，深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激发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活力，科技创新
成为新郑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据统计，5年来，新郑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完成1431亿元，增长13.2 %，在郑
州各县市区排名中居前列。新郑市还围
绕现代食品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
组织实施了90个重大科技专项、200个重
点和一般攻关项目，申请专利 2000 件。
目前，新郑市已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
家、上市企业 3 家、省级研发中心 6 家、郑
州市级研发中心 32 家、院士工作站 3
个，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预计完成 55.82
亿元，专利申请达预计600件，全市科技工
作连续20多年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荣誉称号。

表里“和谐”共享幸福

2013 年 8 月，连保安和其他村民一
起搬进了新社区，小区附近也热闹起来，
连保安在社区对面购买了几间门面房出
租出去。现在他和老伴除了带孩子、做
饭，剩余的时间就是在家看电视、出去和
朋友聊天，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而社
区的门面房则由集体统一管理，到年底
每家还可以分到一定的收入。

据悉，自 2012 年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 设 以 来 ，新 郑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由

439.55 亿元增至 2014 年的 568.5 亿元，
增长 29.3%；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由 21.57 亿 元 增 至 50.1 亿 元 ，增 长
132.4%。

河南省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第 一
位、全国财政收入百强县市、全国中小
城市综合实力 50 强、国家新型城镇化
试点——在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
路上，“新郑模式”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
高度评价。

“十二五”期间，新郑市紧紧围绕“农
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持续
发展”目标，创新体制机制，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初步形成以区域特色农业为主
导、涉农企业为龙头、城乡互动的现代
农业发展新格局，农民迈向致富的道路
更加宽广。

梨河镇梨河村村民张留珍，5 年前
一直靠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为生,
经济效益不高。后来在政府的引导和支
持下,村里开展土地流转，她也开始种植大
棚蔬菜，家里收入增加了不少。“十二五”期

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长，从2010年
9458元增长到2014年的15409元。

2015 年，新郑市被农业部认定为第
三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后，更是根据
全市农业发展现状，量身订制并启动“北
部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南部高标准
粮田优种示范区”和“红枣产业示范区”
三大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初步
形成“一园一特色、一园一景观”的现代
都市生态农业发展新格局。

如今的新郑，正朝着“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目标，用生
态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理念引导农业，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科技
信息装备农业，闯出一条“山水田、产城
园、健养闲”的现代农业精品之路。

现代农业助农致富

轩辕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