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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府工作报告2月3日，新郑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开幕，新郑市人
民政府市长马宏伟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新郑交
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新郑将怎么干？

2020年是新郑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
势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市政府在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郑州市委“南动”要求，
以县域治理“三起来”为遵循，大力实施“九项工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六稳”“六保”，克难攻坚、拼搏进取，较好完成了
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记者 杨宜锦

2020年政府工作回顾

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748.6亿元，增长4.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6亿元
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

强县（市）排名升至第29位
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总体评价

连年居全省县（市）首位
被认定为全省第一批践行县

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

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
规划建设 6.7平方公里电子

信息产业园
建成全省首家电子信息专业

污水处理厂
招引奥飞5G大数据等电子信息

产业项目7个、总投资126.7亿元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25家、展

示板挂牌企业35家
商标拥有量1.64万件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
高端商贸物流业持续壮大，

完成增加值164亿元
民生电商产业园主体竣工，

加快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成功举办庚子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黄帝文化国际论坛，黄帝
千古情正式运营

创建省级旅游特色村2家
房地产业平稳发展，房屋交

易面积 310万平方米，均居全省
县（市）首位

现代农业稳步发展
粮食总产量达 25.5万吨；

“菜篮子”“粮袋子”保障充足。农
业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创建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引进推广
农业新技术8项，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4%；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
农 场 分 别 达
427家、71家，
农业规模
经营户达
1020家。

城市功能品质不断优化
实施城市建设提质项目 93

个
新改建农村公路31条46公

里
铺设城市管线248公里
新建公厕50座、垃圾中转站

16座
施划停车泊位4900个
新增优化公交线路20条
建成公交场站3个

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建成农村人居环境示范片区

4个、示范村11个、示范街道15条

完成1.2万户改厨改厕改水
改造老旧小区37个，加装电

梯35部
建成安置房5432套63.7万

平方米
网签安置房4969套，9547

名群众入住新居
新创（复审）郑州市卫生村

（社区）27个、卫生单位15个
整治28个计划拆迁村，打造

4个特色保留村
新造林 1.5万亩、森林抚育3

万亩
新建提升G107改线段等生态

廊道7条1.2万亩

新增城市公共绿地 13处33
万平方米

创建郑州市级以上森林乡村
19个、森林特色小镇3个

城市管理水平有效提升
落实“用脚步丈量城市、乡

村”工作法，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1400余个

深入推进“路长制”
着力整治城市顽疾，主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全面推行，道路保
洁覆盖率、垃圾清运率保持
100％

重点改革扎实推进
全省首家引进智能政务服务

工作台，在郑州县（市）率先建成
24小时政务自助大厅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压缩
至61个工作日以内

在全省率先建设公共资源交
易大数据平台

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277个村（社区）成立
股份经济合作社

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
改革、盐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开放招商成效明显
签约产业项目 19个，合同金

额283亿元，10亿元以上高质量
产业项目4个

外贸进出口完成5.4亿元
实施“故里英才引进计划”，

引进硕博士102名

创新创业活力
充分释放

新 培 育
高新技术企
业 27 家、科

技型企业53家、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6家

新增中原学者工作站1家、省
级以上创新平台9家

新申请专利1432件、转化科
技成果20项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
1.13%

全市创新创业载体达34个
在孵企业（团队）1060家
新增各类市场主体1.9万户
好想你、正商置业、华南城等

纳税超亿元

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城乡居民最低保障标准和

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分别提高至
每人每月730元、1095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实现
全覆盖

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
7444人

转移农村劳动力7762人
新开建棚改住房 1632

套，为 105户住房困难家庭发
放廉租补贴

新建提升敬老院10所，建
成城乡养老服务设施11个

为 6.2万名 60岁以上老
人提供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

儿园20所
移交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87所
学前教育普惠率升至

96.8％

中小学午餐供应和课后
延时服务实现全覆盖

龙湖片区4个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启动建设

市公立中医院快速推进，
创建郑州市示范中医馆3家

创成省级健康乡镇6个、
健康村（社区）7个、健康单位
2个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试点
建设有序推进

开展惠民演出668场，图
书档案方志馆加紧建设

新建足球场13个、全民健
身路径10条

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双拥”工作持续深化

文明建设深入开展
评选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等先进典型200余人次
5万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行动
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村

镇、文明校园达285个
郑州市级文明乡镇覆盖

率100％
《新郑年鉴》获全国第七届

地方志优秀成果评比一等奖
市级公益性公墓和 10个

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稳步
推进

2021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
2021年新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走

前列、作表率。
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

群。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集聚化发展，加快构筑
发展新优势。

推动现代服务业提质发
展。认真落实现代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积极推
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
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生活性服
务业层次水平。

壮大实体经济民营经济。
完善大中小微企业梯次培育机
制，加大对“30强”“30优”企业
帮扶力度。

持续扩大招商引资成效。
研究出台招商引资奖励政策，
紧盯主导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科学编制产业链招商图谱。

推进产业集聚区专业园区
“二次创业”。优化主导产业定
位和空间布局，形成各具特色、
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园区发
展新格局。

聚力城市品质提升
在打造一流中小城市上走

前列、作表率。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编制

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郑州
南部新城提质规划、新郑新区
扩区规划和乡村试点村规划，
修编完善综合交通、产业发展、
教育医疗、海绵城市、生态文明
等专项规划。

高品质建设现代化城市。
竣工通车鼎坛南路等6条道路，
启动 18个老旧小区改造，建成
辛店靳沟等社区 8个。完善龙
湖区域学校、卫生服务中心等
民生服务功能，有序推进龙湖
西部水厂、污水处理厂建设。
积极招引商业综合体、文化创
意、精品民宿、星级酒店等高端
服务业。

精细化推进城市管理。围
绕“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目
标，下足绣花功夫，严格落实
“路长制”“街长制”，常态开展
城市“大清理、大清扫、大清洗”
行动。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体系。
深入实施“畅通新郑”工程，着
力打造内联外畅、高效衔接的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深化改革开放创新
在增强内生动力上走前

列、作表率。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

推进“放管服”改革，积极推进
基础设施“一张网”“一体化”建
设运营，改革投融资平台，成立

新公司，加强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管理。

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扩大
文化、旅游、教育、医疗、养老等
领域对外合作，加快产业模式
和业态创新升级。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培育创新型企业三年行动计
划，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健
全招才引智常态化机制。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建立
营商环境考核评价机制，提高
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发挥投融
资平台和产业基金作用，开展
资本招商，提供招商项目融资
服务。

狠抓生态环境保护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上走

前列、作表率。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突出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高标准治理双洎河、暖泉
河、潮河等河流，加快建设南水
北调中线观音寺调蓄工程及农
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等项
目。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
综合治理，确保安全利用率
100%。

筑牢绿色生态屏障。持续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全面提升
城市绿化品质，强力推进中华
路公园和苇河湿地公园建设。

健全生态文明体系。强化
区域空间生态环境管控，持续
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
制，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强化突
发环境事件处置能力建设。

传承弘扬黄帝文化
在彰显特色文化魅力上走

前列、作表率。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
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
用，精心组织开展一批惠民利
民实践活动。

繁荣文化体育事业。加强
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研究，深
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统筹推
进乡镇、村志编纂，大力倡导全
民健身和全民阅读。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推进
后端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一期
工程，完成博物馆预防性文物
保护工程，加快推进高拱墓环
境整治，启动《文物保护利用规
划》编制，加强文化遗产的活化
利用与展示。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上

走前列、作表率。
提高现代农业质量效益。

严格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加强农村耕地抛荒、撂荒整治，
防范种植养殖业疫病灾害，积
极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加快乡村产业振兴。坚持
城乡融合、文旅农旅融合，大力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打造一批
乡村振兴示范村。

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行
动。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美
丽乡村品牌，扎实开展全省饮
用水地表化试点建设工作，大
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统筹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衔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
总体稳定，健全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机制，健全农村低收入
人口分类帮扶机制。

持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探索“三块地”制度改革，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在增进民生福祉上走前

列、作表率。
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

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全
力筑牢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的“铜墙铁壁”。

认真办好重点民生实事。
今年民生实事已经提交大会，
票决确定后，将细化责任，抓好
落实。

多层次健全社会保障。强
化就业优先政策，落实创业担
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公益性岗位
托底安置等扶持政策。

全方位发展社会事业。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促进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普通高中教育多样特
色发展。

高水平提升社会治理。健
全平安建设工作机制，完善城
乡社区管理服务机制，健全社
会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机
制，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抓
好建筑工地、交通运输、消防、
危化、煤矿、非煤矿山等重点领
域常态化监管。

全面加强
政府自身建设

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
科学理政，打造创新政府。
勤勉为政，打造务实政府。
从严治政，打造廉洁政府。

调结构促转型 发展质量实现新提升1

强功能提品质 城乡面貌实现新改观2

抓改革促开放创新 发展活力实现新增强3

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
全市 13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18个郑州市级低收入村、4
个扶贫任务较重的面上村全
部脱贫出列

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
约2700元增长至约1.3万元

为南召县投入财政资金
9980万元，助力脱贫摘帽

污染防治深入推进
圆满完成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
国控断面水质优于国家

考核目标

着力打造生态水系
全市日污水收集处理能

力达27万吨
连年评为郑州市秸秆禁

烧和综合利用先进单位

持续推动生态修复
“三山”治理任务全面

完成

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
严格规范政府举债行为，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深化平安新郑建设
健全立体化、信息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
严厉打击和惩治违法

犯罪

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商品住房去化周期处于

合理区间

省、郑州市交办问题楼盘
全部化解

深入开展重点领域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

畅通信访渠道，化解矛盾
纠纷，越级上访人数下降50％

补短板强弱项 三大攻坚战取得新成效4

惠民生促文明 社会事业实现新进步5

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二
五”末提高 133亿元，增速位
居郑州六县（市）第一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
收分别由2015年的60亿元、
41.5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82.6亿元、56.9亿元，总量连
续8年稳居全省县（市）首位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69
亿元，是新郑历史上投资规模
最大的时期

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
强县（市）排名由2015年的第
57位攀升至第29位

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总体
评价连续8年位居全省第一

龙湖镇连续5年全省唯一
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

产业结构显著优化
招引传化中原物流小镇、

宋城·黄帝千古情等知名企业
项目127个

构建了电子信息、健康食
品、高端商贸物流为
主，生物医药、装备
制造、高端文旅等新
兴产业加速崛起的
现代产业体系

被评为全省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综

合评价试点县（市）
产业结构由 2015 年的

3.1：57.6：39.3优化为 3.2：
40.8：56

新型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累计实施城市建设提质

项目318个
新建提升城乡道路 214

条413公里
改造提升老旧小区63个
80余家企业总部和综合

商业落户新区
建成农村人居环境示范

片区4个、示范村33个、示范
街道37条

完成 4.2万户改厨改厕
改水

10万余名群众入住新社区
完成新造林7.6万亩
建成轩辕湖湿地公园、洧

水公园、十七里河湿地公园等
大型城市公园13个、多功能街
头游园43个

全市森林覆盖率、绿地率
分别达 31.4%、36.5%，较
“十二五”末提高2.4个、16个
百分点

城镇化率较“十二五”末
提高9.7个百分点

被评为国家级新型城镇
化建设示范县

发展活力迸发
1736项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一网通办、一次办成”，网
上可办率达100％

五年利用外资 10.4亿美
元、进出口总额24.4亿元，分
别是“十二五”时期的2.1倍、
2.3倍

拥有大中专院校 24所，
培育创新创业平台 34个,16
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市场
主体达 9.3万户，是全省高
校、科技创新平台、进驻银行
最多，市场主体总量最大的
县（市）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
别达737.6亿元、649.8亿元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2
家、科技型企业 157家、郑州
市级以上研发中心15家

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
创新型县（市）建设试点

人民幸福感显著提升
累计投入民生资金 394

亿元，是“十二五”时期的
2.3倍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比2015年净增
10056元、7765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5
年的 1.56：1缩小到 2020年
的1.48：1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
儿园155所

新增优质学位10.2万个
高考一本上线平均率达

29.8％，较“十二五”时期提高
11.6个百分点
15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

高中教育教学质量连续
29年保持郑州县（市）领先
位次

投入运营市公立人民
医院

新郑豫A牌照小客车在郑
州范围内高速公路实现政府
付费、个人免费

城市影响力显著扩大
成功举办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黄帝文化国际论坛、首
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
会场等备受关注的重大活动

“十三五”主要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