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 集成办好人才引进“一件事”

把推动科技创新摆在郑州发展
的首要位置，掀起中原科技城建设
热潮。围绕高端人才科创活动、
生活需要，设计场景、完善配套；
围绕科创企业的不同需求和成长
规律，完善政策、提供服务，以低

成本、高效率为科创企业入驻创
造最好条件。

突出大院名所引进，调整完善
引进大院名所的支持政策，把经费
补助与其在郑培养的硕士、博士数
量挂钩，引导其向研究生院、地方分

校的方向发展。
实施好黄河人才计划，细化完

善“1+N”政策体系，集成办好人才引
进“一件事”，加快形成全市统一的
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公开透明
可预期的科创环境和人才政策。

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 城市发展 产业体系 公共服务 风险防范

重点做好六大方面工作2021
2021年，我市将重点围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公共服务、风险防范等六大方面齐

发力、求突破，为“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董艳竹 曹婷 肖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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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面从严治党

强化大抓基层、大抓
支部鲜明导向，推进基层
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把党的组织优势贯
穿到“三项工程、一项管
理”全过程，全市 4137个
无主管楼院全部建立党
组织，“两新”组织党建进
一步有效覆盖。深入开
展村党组织书记“亮承
诺、赛实绩、比干劲”活
动，366个集体经济空壳
村全部“清零”。

关键词
民生服务走深走实

谋划实施十二大类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预计
全年民生支出完成 1220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74%。扎实推进
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成
果，确保每户每人高质
量脱贫。

从宽从快落实稳岗
返还、就业补助、创业支
持政策，全市完成新增城
镇就业 11.74万人，农村
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 4.6
万人。坚持办好人民满
意的美好教育，持续加大
教育投入，市区中小学新
开工31所、新投用30所，
义务阶段教育大班额占
比下降到 8.8%；新增 141
所公立幼儿园，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280所已完成
移交 273所，新建农村教
师周转房1115套。

全面部署新时代卫
生事业发展工作，政府主
导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成62家，校园医务室基本
实现全覆盖，公立医院全
面开展按病种收付费改
革，104个病种费用平均降
低12%，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
安置房建设进度加快，竣
工面积 1425万平方米，
回迁安置群众10.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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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激发
市场发展活力。推进国有企业有
序整合重组，把管资产与管行业统
筹起来，把资产管理与分级管理结
合起来，进一步理顺机制、促进良

性发展。
以一件“事”和一“事件”为牵

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发展环
境，加快推进“城市大脑”建设，让
“不见面”“网上办”尽快实现市民生

活事项全覆盖。
加快推进机场三期、高铁南站、

小李庄火车站和薛店、占杨物流基
地建设；启动第二绕城高速环线工
程，完成环城货运通道建设。

改革开放 启动第二绕城高速环线工程

持续推进“三项工程、一项管
理”，年底前要完成“一环十横十纵”
城市道路综合改造任务，切实解决
好“乱停车”等问题；全面推进 32

个核心板块建设，注重单个项目规
划设计，探索建立“总设计师”“总
建筑师”制度；大力建设“轨道上的
都市”，力争年底通车里程达到

224 公里、在建 186 公里，K2 线要
在今年 6月底前开工，同时做好地
铁四期线网规划，争取今年打通
66条“断头路”。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年底前完成“一环十横十纵”城市道路综合改造

着力办好“美好教育”，加快推进
公办园新增项目建设，大幅度提高公
办普惠学前教育占比，高中阶段教育
要加速推进20所高中新建、迁建工
作。着力打造“健康郑州”，城市区

的 100家公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任务要全部完成，农村公有产权
卫生室的比例要达到 80%左右，学
校校医要全面纳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统筹管理和配备。着力健全

社会保障体系，重点解决好就业困
难群众的就业问题，确保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
救助体系，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有保障。

优化公共服务 加速推进20所高中新建、迁建工作

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突出抓好重点人员、重点部位、重

点领域和重大活动疫情防控；持
续保持污染防治的高压态势，大

力推进治气、治水、治土、治废
“四治”。

风险防范 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2035年远景目标 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全面形成 基本实现“两化五强”
到 2035 年，国家中心城市的功

能全面形成，基本实现“两化五强”建
设目标。“两化”：一是现代化。综合经
济实力进入国内城市第一方阵，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
城市核心功能大幅提升，城市软实力全
面增强，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
系，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实质性重大进展，率先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二是国际化。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水平大幅提升，国际交流活
动更趋频繁，引进国际组织实现重大突

破，经济外向度进入全国城市先进行列，
国内大循环节点支撑、国内国际双循
环战略联结点地位和作用充分显现，
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先
行区。

“五强”：一是创新强，成为全省
创新策源地、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
心。二是枢纽强，建成衔接国际国
内的运输网络和物流体系，实现航
空港、铁路港、公路港、信息港“四
港”高效联动，空中、陆上、网上、海
上“四条丝路”畅通全球，成为辐射
全国、链接世界、服务全球的国际综

合枢纽。三是生态强，基本建成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魅力郑州。四是
文旅强，形成一批具有郑州标识的
文旅品牌和文旅名片，成为古今相
映生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具有
独特魅力的黄河流域国际旅游门
户，建成具有黄河流域鲜明特征的
文旅强市。五是法治强，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人民
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
保障，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
围更加浓厚，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做强先进制造业，把我市具有
一定基础的新能源、生物医药、物
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作
为新兴产业培育的重点，集中
资源、重点扶持，加快培育领军

企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支
持郑州商品交易所加快发展，
加快二七商圈、高铁站商圈、花
园路商圈等建设，着力形成一
批连续性、标志性的商业大街、

步行商业街区；搭建好大中小
企业协调发展的平台，力争 3 年
内打造 60 个以上布局合理、充
满活力、特色突出的生产制造
类小微企业园。

现代产业体系 力争3年内打造60个以上生产制造类小微企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