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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总体评价连续三年位居全省首位
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排名由52位晋升
至45位；
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由63位晋升
至57位；
财政收入超亿元乡镇达到8个……
如此一连串的成绩是对新郑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最
好检阅。
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市和全省加快城乡一
体化进程试点市，新郑市牢记改革试点先遣队的责
任，构筑“两城两市镇和若干个特色保留村”的“城乡
一体化、全域城镇化”空间布局体系，积极探索以工业
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
现代化的路子，着力创造可信、可学、可推广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新郑模式”。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新郑市牢牢把握“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重点突出“大开放、大创
新、大建设、大管理”发展主线，深入实施“双融入、双
承接”发展战略，强力推进“三大主体”工作，着力提升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力争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
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努力打造自然之美、社会公
正、城乡和谐的临空经济强市。
郑州晚报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象乾

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总体评价连
续三年位居全省首位，全国中小城市
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和县域经济基
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分别升至
第 45 位和 57 位。镇域经济加速发
展，财政收入超亿元乡镇达到8个，龙
湖镇成为全省唯一一个全国综合实
力百强镇。

2015 年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20亿元，增长10.4%。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60亿元，增长28.4%，农村和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17027
元和27258元，增长10.5%和9.5%。金
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达493亿元、346.9亿

元，分别增长27.8%、47.4%。
5年来，新郑市各项事业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新成就，谱写了郑韩大地发
展的新篇章。地区生产总值先后突破
400 亿元、500 亿元、600 亿元大关，经
济总量是“十一五”末的1.6倍；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30%，财政
收入和税收总量均居全省县（市）首
位，迈入全国县（市）财政收入50强；累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82亿元，是“十
一五”时期的 2.1 倍；全国中小城市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和县域经济基本竞
争力百强县（市）排名分别比“十一五”
末上升21位和7位。

农民群众对新型城镇化带
来的身边变化感受最敏感、最直
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新
郑探索出一条“坚持以人的城镇
化为核心，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为目标，以释放内需为动力，以
改革创新为保障”的就地城镇化

“新郑模式”。把算好“六本账”
作为顶层设计，统筹区域资源配
置。把“六对比”作为方法路径，
切实保障群众权益。

目前，新郑北部四镇及城区
棚户区改造第一阶段的任务已
基本完成，西南部农业乡镇和贫
困山区的人口向规划区域内集
中进入实施阶段。

身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新郑市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带动，
引导农民群众以美好家园新型示

范社区建设为载体，从市一级和
乡镇两个层级统筹算好土地指
标、农民利益、资金运作、就业岗
位、粮食生态、社会保障“六本
账”，通过比资产、比收入、比配
套、比就业、比保障、比管理等“六
对比”，改变农民就业和生产生活
方式，由过去外出打工“东南飞”向
返乡创业“凤还巢”转变，进而实现
进入社区后农民资产大增、收入
更高、生活质量更好、社会保障面
更宽，壮大集体经济和产业规模。

以鸡王社区为例，之前人均
住房不足30平方米，固定资产不
到2.5万元，集体资产为零；入住
新型社区后，人均面积60平方米，
固定资产达 25 万元，人均收入
16540元，集体资产每年收入200
余万元。

从郑州进入新郑，途经龙湖、薛
店、孟庄、郭店四镇，道路宽广，高楼
林立，新型社区一个接一个，华南城、
华商汇等商贸物流园紧紧相连，蒸蒸
日上的现代繁荣气息扑面而来；

从新郑市区驶往新郑南部，一
路上蔬菜大棚一座接一座，新鲜蔬
果在田间摇曳，淳朴自然的田园风
光引人入胜。

新郑按照“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
的人口分布、合理的产业布局、合理的
就业结构”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域城
镇化、城乡一体化”的理念，科学编制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规划，确立了“北
部城镇化、南部田园化”的市域空间布
局，着力构筑“两城（中心城区、龙湖新
城）、两市镇（薛店镇、辛店镇）、若干新
型社区”的新型城乡体系。

中心城区围绕培育中等城市目
标，打造新郑市政务生活服务中心

和具有中原生态特色的现代化城
市，目前，中心城区功能持续完善，
人民路西延竣工通车，3 个城区公
共停车场投入使用，裴大户寨安置
社 区 启 动 建 设 ，改 造 背 街 小 巷 30
条，成功创建全国无障碍环境达标
县（市）。

新郑新区建设蒸蒸日上，学院西
路、万福路等 6 条道路及中兴路黄水
河桥建成通车，“六纵六横”路网更加
完善；轩辕湖公园、泥河公园、黄水河
公园一期向市民开放；新尚商业综合
体、港中旅商业综合体开工建设，华
夏国际商务中心、商会大厦、建行总
部大楼基本完工。

龙湖新城建设提挡加速，高规格
举办中国镇级市发展模式研讨高峰
论坛，郑州轨道交通二号线南延、龙
湖湿地公园、双湖大道人防及休闲广
场等工程快速推进。

要想有好的产业发展，就必须有
坚实的基础设施建设。新郑在近几
年高强度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
全域城镇化进程。

先后投入资金126亿元，全面实施
交通道路、廊道绿化、游园升级、生态水
系等八大工程，规划的1551公里“十纵
十横”城乡路网体系已基本完成，形成
了全域通达、廊道配套的路网框架；新
建污水处理厂8座，基本达到了市域污
水“全收集、全处理”；开工建设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基本实现“村收集、乡运
输、市处理”的垃圾无害化处理。

全民参与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验收，
建成省级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11个。
2015 年投入创卫资金 3.4 亿元，新建
城区停车场3座、轩辕湖湿地公园等游
园广场 21 个，对 105 条背街小巷和 14
个专业市场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2015 年该市以新型城镇化为引
领，围绕“六个切入点”，大力推进新型
社区、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

在坚持“一个主体四项权益”、算
好“六本账”、突出“六对比”的基础上，
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土地整理为主线、
首套安置房建设为重点，着力打造美
好家园新型示范社区3.0版本。

全年新开建孟庄镇城后马、观音
寺镇石固堆等社区 6 个，续建社区 56
个，建成安置房9110套120万平方米，
回迁群众3240户1.1万多人；新建改造
城乡电网225公里、城乡道路25条159
公里，中华路北延至新老 G107 连接
线、郑韩路改造、华南城二路建成通
车；新港产业集聚区、城关乡污水处理
厂正式启动，第二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快速推进，第二水厂及辛店镇、薛店
镇、华南城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全
市新型城镇化率达62%。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的都是为
了人，为此新郑确立了以“人的城镇化”
为核心，以“六大工程”为抓手，切实提高

“农民变市民”的含金量。
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以免费技能培

训、免费推荐就业的“双免工程”为载体，针
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特点，开展免费职业
培训和推荐就业工作，2015 年转移农村劳
动力17702人。

农民合作创业工程，把有创业能力和

意愿的村民组织起来，以农民协会为纽带，
以农民特色创业园为平台，引导农民投身大
众创业的潮流，带动农民增收10%以上。

“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为每个新型社
区组建2支文艺队伍，开展灵活多样的群众
性文化活动，建设各具特色和内涵的村史
馆，以此来留住老的乡愁、培育新的乡愁。

现代农业示范工程，以都市型农业示范
区建设为载体，以设施农业、体验农业、观光
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为主导，流转土地

15.8万亩，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工程，通过完善城

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失地农民
保障、农民进城后生活成本增多、养老和保
险等问题。

行政效能提升工程，将 37 个具有行政
审批权限的职能部门、138个行政审批事项
和 222 个便民服务事项全部纳入行政服务
大厅，打造“全国一流、省内领先”的行政审
批服务中心。

取得令人瞩目新成就
县域经济发展质量连续三年位居全省首位

北部城镇化、南部田园化
构建三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

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基础加快全域城镇化进程

以人为本“六大民生工程”让农民变市民

仰望星空，更需脚踏实地；转型升级，
更需强基固本。

2015 年，新郑经济社会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态势、气势、趋势。新郑市产业层次不
断提升，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快，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达 291 家，年销售收入超 10 亿
元企业达 24 家、超 5 亿元企业达 69 家，完
成 主 要 工 业 增 加 值 284.7 亿 元 ，增 长
9.8%。项目建设成效突出，新开工项目 68

个、竣工 123 个，中德医疗产业园、瑞孚医
疗产业园、润弘制药、遂成药业等一批重点
项目进展顺利，好想你红枣城、雪花啤酒、
光明乳业等一批企业建成投产。食品加工
和生物医药产业完成增加值118.5亿元，增
长14%，占全市主要工业增加值41.6%。

商贸物流业规模壮大，华南城入驻商
户 1.2 万多家、营业面积突破 100 万平方
米，华商汇建成面积 36 万平方米、签约商

户 4500 多家，圣戈班绿色建材园、不锈钢
物流园、卓商农机交易中心等项目稳步推
进。

此外，加快创新创业综合体建设，加快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步伐，电子商务和新能
源新材料创新创业综合体一期运营，入驻
创业团队 126 家；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新申
请专利720件，转化科技成果12项，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增加值58亿元，增长22.6%。

腾笼换鸟、脱胎换骨 围绕“三集中”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有效带动了
产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镇区集中、土地向
规模经营集中，形成了“以城镇集聚产业的
规模和提供的就业岗位决定农村劳动力和
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城镇化进程”的
综合联动效应。

2015 年以来，新郑市大力推动干道经
济向园区经济转变、产业“小而全”向主导
产业突出转变，在空间上腾笼换鸟，产业上

脱胎换骨，将郑新路、S102、G107、S323 等 4
条主次干道沿线低附加值企业、工厂向组
团新区、产业集聚区和专业园区集中，促进
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产业的集聚集
群发展。产业转型成效明显，先后淘汰重
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近500家。

结合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总体
布局，加大投入，以拆村并点、拆村并镇为抓
手，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

化，促进城乡治理规范提升，村庄数量由2008
年的300多个整合到2012年的145个，从2013
年的52个新型社区到2014年的33个，再到目
前的近30个，城乡资源不断优化重组。全市城
镇化率由2011年的55.5%提升至61%。

在编制“三化”协调发展规划的基础
上，高标准制定了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
着力打造红枣种植、特色杂果、生态旅游等
现代都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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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 沈磊 摄

剪纸 李伟斌 摄

孟庄镇东鑫钢构 李伟斌 摄 校企联合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热情服务 栓阳 摄

“双融入、双承接”发展战略为机翼“双融入、双承接”发展战略为机翼 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机身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机身

新郑：一座现代田园临空经济强市正起航腾飞

新郑市要找准位置，勇于担当。新郑市是郑州都
市区建设的重要板块，也是发展潜力比较大的板块，要
在新的发展阶段担责履责、发挥更大作用。

——吴天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