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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经济发展献良策

提案者围绕推进加快
5G网络建设、发展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加
强供应链创新应用和管
理、发展“夜间经济”、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
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等提出针对性、科学性建
议，承办单位认真研究提
案内容，采纳提案合理化
建议，推动我市经济平稳
高质量发展。

关于加快 5G网络建
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建议，
我市制定《郑州市加快 5G
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三年

行 动 计 划（2020—2022
年）》《郑州市加快数字经
济发展实施方案（2020—
2022年）》等政策措施和
规划，实现 5G基站中心城
区全覆盖，形成了总规模
近 4000亿元人民币的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数字经
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
势。关于助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出台
《郑州市支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2020
年全市实施项目 112个，
总投资305亿元。

关于促进“夜间经济”

发展的建议，市委市政府
出台了《关于促消费增活
力稳增长的若干举措》等
意见，为我市夜间经济发
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动
方案。关于推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建议，制定了
全市乡村振兴“1+1+N”的
规划体系，编制《郑州美丽
乡村建设导则》，把都市生
态农业确定为全市五大战
略产业之一，谋划现代农
业、基础设施、生态宜居和
公共服务等四大类 500余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近
4000亿元。

履职尽责不负重托 担当作为助力发展
——市政协2020年提案工作回顾

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使
命感运用提案积极履职，共提出提案982件，经审查立案865件，其中，委员提案835件，集体提案30件。提案办理共涉及84
个部门和单位，截至2020年11月30日，提案已全部办复，办复率100%。

市政协常委会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做好加减法，打好组合拳，提高提案质量，增强办理实效，确保重点突出、督办有力、落实
到位，提案工作硕果累累，正在成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生动实践。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围绕加强学前教育发
展、推进文旅产业融合、提
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加
快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发展、加强基层社区文化
建设等，提案者提出可行
性建议，承办单位加大工
作力度，完善政策措施，持
续推动文化高地建设。

关于加强我市学前教
育发展的提案，我市 2020
年计划再新增公办幼儿园
100所，目前已明确项目
132所，其中已建成并投入
使用 25所，建成未投用 55

所，正在建设52所。
关于助力旅游行业复

工复产的意见建议，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积极采纳
提案建议，将稳岗返还补
贴政策延长执行至 2020
年底。关于推进文旅产业
融合的建议，相关承办部
门加强文化产业课题研
究，编制专项规划，制定
《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文化旅游强市的意
见》，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

关于提升职业教育办

学水平的建议，国家产教
融合试点城市建设方案
已上报国家发改委，积极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推动
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建立
行业协会参与产教融合
的机制。

关于加强基层社区文
化建设的提案，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印发了《2020
年郑州市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提升工程实施方
案》，目前已建成 2783个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提前实现全覆盖。

围绕文化繁荣聚众智

围绕政治建设建诤言

提案者围绕加强人才
引进与培养、加强治理能
力建设、提高决策法治化
水平、夯实基层党组织建
设等建言献策，承办单位
高度重视，积极行动，努力
提高工作成效。

关于加强人才引进与
培养的建议，市委组织部
将提案办理工作与郑州人
才新政研究起草工作紧密
结合，会同多部门分类召

开专题座谈会，积极采纳
提案相关建议，联动出台
配套人才政策。

关于尽快出台郑州公
共数据开放方面立法的提
案，市大数据局、市司法局
认真采纳提案建议，已向
市政府递交政府令立法申
请报告。

关于打造党建网红
地、建设本土党员教育基
地、加强非公党建工作扶

持和指导等提案，我市持
续深入实施非公党建“321
工程”，打造了圆方物
业、宇通客车、大桥石化
等 113家非公党建孵化基
地、示范基地、教学基地，
成立了全国首家非公党建
学院——郑州市圆方非公
有制企业党建学院，涌现了
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薛荣等一批优
秀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

围绕健全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加强智慧交
通建设、推进社区养老、加
强老旧小区改造、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等，提案者献
计出力，承办单位积极作
为，坚持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着力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

关于进一步健全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提
案，经市委编委会第 4次
会议研究决定，进一步加
强我市市县两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队伍建设，同
时对我市市县两级疾控
机构编制核定标准进行
了明确，目前市县两级疾
控机构的人员编制已配
备到位。

关于构建城市高品质
道路交通环境的建议，我
市积极编制《郑州街道设

计导则（试行）》，融合先进
技术，加快智慧道路、智慧
交通建设。

关于大力推进社区养
老的建议，去年启动城镇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近300个，力争城镇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覆盖 70%的
城镇社区。关于加强老旧
小区改造的建议，我市
1634个中央补助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已
改造完工 1374个，受益群
众70万人。

关于加强网络订餐食
品安全监管的建议，市市
场监管局开展为期 4个月
的专项治理行动，申报了
《郑州市业务全覆盖一体
化智慧市场监管信息化项
目》，预计2021年正式投入
使用，实现线上线下餐饮
服务领域智慧监管。

围绕民生改善倾真情

提案者围绕加强郑州
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
升滨水空间品质、加快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白
色污染治理等贡献智慧，
承办单位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加大工作力度，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

关于加强郑州市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的建议，相
关承办单位认真吸收提案
建议，抓好重大战略研究、
总体发展规划、起步区建
设方案“三个一”规划方案
体系的编制，坚持项目带
动加快推进核心示范区建
设，去年明确了 30多项重
点任务，谋划启动 90余项
具有引领性、标志性重大
项目，总投资4600多亿元，
年度投资近800亿元。

关于加强滨水空间品
质提升的建议，我市将“五

河共建”作为河道治理的
基本遵循，开展了贾鲁河、
古荥大运河、金水河等项
目的城市设计工作，谋划
推进贾鲁河、索须河、魏
河、十七里河、十八里河等
河道生态提升工程。

关于加快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等方面的提案，我
市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纳入了县（市）政府目标
责任考核范围，加快补齐
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
提升基层群众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关于尽快启动“禁塑
令”的建议，我市将白色污
染治理工作列入了2020年
度全市全面深化改革重点
工作，11个部门联合印发
《加快白色污染治理，促进
美丽郑州建设行动方案》，
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确保
任务圆满完成。

围绕生态保护出实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