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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一首诗。这首诗的
优美，需要靠较高的城市管理水平
做支撑。

经过近些年的持续努力，省会
城市环境、城市秩序有了较大的改
善和提升，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荣获“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
城市”称号等，都是这种改善和提
升的直接检验和证明，生活、工作
在其间的市民群众，对这种改善和
提升也有切身的感受。

顺应市民生活更美好的期盼，
“十三五”开局，我市明确了大管理
的标准和重点，城市长远奋斗目标
的国际商都规划，也提出了这方面
的要求。

大管理要坚持系统性、统筹
性、前瞻性、主动性原则，通过大管
理提高公共管理服务现代化水平，
为大开放、大创新、大建设工作保
驾护航。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更何况事
关发展、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城市
管理。

深入推进大管理、提高公共
管理服务现代化水平，精细化是
方式、方法和路径，是大管理的
重要内容；长效化是目标，是考

量工作是否真正有成就的重要
标准。

要以营造畅通、整洁、有序的
市容环境为重点，深化城市精细化
管理。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
增长，单纯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已
无法全面治愈“城市病”。结合郑
州发展实际情况，要在抓好城市精
细化管理 20 项重点工作的基础
上，抓好城市绿化美化亮化工作，
抓好市民关注关心的重点工程建
设，抓好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综
合治理工作，抓好涉及居民切身利
益的民生工程，让群众享受到更好
的生活就业环境。

要以安全生产、公共安全、防
范风险为重点，深化社会和谐稳定
治理。“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
灾，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工作是关
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事关
全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做好安全
工作，必须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做
到安全管理常态化，坚持细致、耐
心、持之以恒的工作作风，确保社
会和谐健康发展。

要以非法生产、非法建设、非
法经营治理和便民利民服务为重
点，深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

网格化管理。自实施“五单一网”
改革以来，我市在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方面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在此基础上，要继续提
高认识、完善措施、落实责任、严格
追责，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确保
郑州每一寸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每
一个群众的诉求事项都有人去管、
有人去办、有人为其负责”。

“上合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会
城市管理水平经受了检验，也提升
了水平和层次。要借“上合”东风，
认真总结经验，把我市城市管理能
力推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上去。

城市是首歌，歌里有你和我。
未来如画，郑州这首优美的诗

歌要谱写出更加美丽的新篇章，离
不开每一位城市管理者的辛勤付
出，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支持和
参与。我们要牢固树立为人民管
理城市的理念，强化宗旨意识和服
务意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合力，团
结协作，共同扮靓我们的家园，共
同把省会的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到
新的层次和高度，为实现“两个率
先”、建设国际商都奠定更好的市
容环境和秩序基础。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徐建勋 何
可） 2015 年岁末，郑州的金融“成绩
单”颇为亮眼：12 月 23 日郑州银行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募集资金
约 50 亿港元；12 月 24 日河南思维自
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成功上市，募集资金 13.4 亿
元。金融活水浇灌下，郑州实体经济
尤其中小微企业顶住下行压力呈现良
好发展势头。

为助推中小微企业通过资本市场
拓宽融资渠道，郑州市委、市政府坚持

“境内外、场内外市场并举，IPO首发、借
壳与增发融资并重”，制定了多项鼓励
企业上市的优惠政策，企业演绎上市

“加速度”。郑州市政府从挖掘培育上
市资源、加大企业上市前期的培育力
度、建立企业上市融资工作激励机制
等方面推进企业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
做大做强。挂牌上市公司达 118 家，其
中境内外上市公司 41 家，占全省的 1/3
强。首发融资累计304.4亿元。41家上
市公司中，境内 A 股上市公司 23 家，首
发融资累计 172.93 亿元；境外上市公司
19 家，首发融资累计 131.51 亿元。市政
府出台《郑州市财政支持稳增长调结构
促双创增动力十六条实施意见》，支持

企业赴“新三板”挂牌，给予成功挂牌的
企业奖励 20 万元。目前共有“新三板”
挂牌公司 77 家，占全省的 45%，位居中
部周边 9 省会第 2 位。通过协议转让、
做市商等方式累计实现融资 11.5 亿
元。其中，2014 年挂牌 30 家，融资 0.63
亿元；2015年新增加47家，融资10.87亿
元。初步形成境内境外全面开花、多层
次资本市场整体推进的发展格局。

给创新创业“加火添柴”，郑州银
行专注小微，创新开发新产品，面向小
微企业主提供个性化信贷产品服务，
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和差异化的发展之
路，连续 4 年被中国银监会评为“全国
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
进单位”。截至 2015 年底，郑州银行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494.93 亿元，增幅
23.41%，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16408 户，
申贷获得率 90.90%。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郑州创新
建立金融支持小微企业“1+4”推进机
制。2015年12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融资
余额预计达2500亿元，高于全市各项贷
款增速 9 个百分点，名录库企业累计贷
款140亿元。在全国率先实施了“银行+
共保体”融资新模式。“共保体”模式为
38家企业实现融资10660万元。名录库

小微企业已扩容至 3000 家。两只小微
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已经为6家科技型企
业实施股权投资9700万元。

郑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影响力提升
明显，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全国 31
个金融中心排名第 14 位。金融发展创
下了“三个新高”：即全年新增本外币贷
款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预计达2010
亿元，创历史新高；预计实现直接融资
650 亿元，同比增长 29%，创历史新高；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500 亿元，比 2013
年底翻一倍，创历史新高。

政府力促金融环境改善，吸引汇
丰、东亚、渣打银行等域外金融机构纷
纷进驻，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
村镇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融资性担保
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目前，
全市拥有各类金融机构 304 家，初步形
成了以银行业为龙头，证券、期货、保险
业为支撑，基金、信托、融资租赁以及相
关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辅助的多层次、
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组织服务体系。

金融业已成为郑州现代服务业中
比重最大、发展最快的“第一板块”。根
据郑州市金融办统计，2015 金融业增加
值预计达630亿元，同比增长10%，占第
三产业增加值的 20%，占 GDP 的 9.6%，

对第三产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34%，对
全市 GDP 增长带动效果和贡献力度日
趋明显。金融业税收预计达 110 亿元，
占全市税收比重 17%，为全市财政收入
作出突出贡献。

激活一潭金融活水，增强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的能力。郑州市委、市政
府强化顶层设计，坚持“四个一”，即
健全了一个由市县统筹、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市场运作的“两级三层”组织
领导体系；建立了一个动态管理、有进
有出的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库；构建了
一套把握企业成长规律、增强挂牌上
市后劲的培育机制；完善了一套服务
于企业挂牌上市的政策、资金、环境等
多重保障体系。如今，郑州市已成为
全国重要的创新资本流入洼地和科技
型企业成长高地。

郑州市金融办主任郝伟表示，资本
市场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且有助于推动新兴业
态和产业快速成长，带动全市经济成功
转型。2016 年全市将大力推动挂牌上
市提速工程，建立多级联动的企业挂牌
上市绿色通道。据悉，目前郑州后备挂
牌上市企业队伍数量共计 338 家，未来
的资本市场将有更多郑州面孔亮相。

郑州：
加速跨境电商试验区建设
今年出货目标一亿单
央视新闻联播消息 买全球、卖全球，
河南郑州全面加速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的建设，用互联网思维，找到中
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再有几个
月，全国最大的分拨查验中心将投入
使用，进口包裹的日处理能力将提升
三倍以上。去年一年，郑州跨境电商
的出货量首次突破 5000 万单，比 2014
年翻了100多倍，综合指标居全国试点
城市首位，这也吸引了国内最大的一
些电商平台，将自己全国或大区分拨
中心放在了郑州，而郑州今年出货量
目标已经瞄向了一亿单。

发力的不仅是买全球，同样还有
卖全球。今年，河南将在首尔、吉隆
坡等地新建5个海外仓库，并在境外建
立邮件扫描和投运中心。目前，进口
国已达77个，出口国达到55个。

1月16日，河南日报头版“拼搏十三五 出彩看河南”栏目刊登《郑州：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一文，介绍了郑
州多措并举，激活一池金融春水，收获实体经济尤其中小微企业顶住下行压力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的漂亮“成绩
单”。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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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管理
重在精细化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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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联播昨晚播发消息，报
道了郑州跨境电商试验区建设
成果：用互联网思维，发力买全
球卖全球，找到经济发展新动
力。本报今日予以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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