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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高质量建设现代
化国家中心城市的大格局
下，“惠济速度”赋予这块热
土一片生机盎然——过去 5
年，惠济区紧抓黄河国家战
略重大机遇，深入推进黄河
滩区综合整治，高标准建设
黄河滩地公园，全力推动黄
河国家博物馆、黄河天下文
化综合体等重大项目，以此
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年均
增长14.4%，增速连续6年居
六区第一，产业结构优化为
1.6∶35.5∶62.9，惠济多业并
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正
在加速构建，经济发展驶入
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惠济速度”迸发无限
潜力，66.36平方公里建成区
焕发新机，打造 55.5万常住
人口幸福宜居的美好生活
家园。

结合市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展望未来美好蓝图，魏东
为惠济代言：我们非常振奋、
充满期待。

深入实施黄河战略。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的伟大号召，突出荥泽古城
和大运河文化片区核心板块
引领，突出“自然风光+黄河
文化+慢生活”，进一步加快
黄河国家博物馆、黄河天下
文化综合体、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等重大项目建设，力争在落
实黄河国家战略进程中走前
头、作示范、创经验。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坚
决落实省委“换道领跑”战
略，围绕市党代会报告提出
的“打造国家创新高地”，依

托生态环境优势，主动融入
沿黄科创带，瞄准人工智能、
尖端生命科技等未来产业，
与中原科技城、金水科教园
区等实现互补发展；加速推
进小微企业园建设，引导支
持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培育一批科技型、高新技
术、细分行业领域的“隐形冠
军”和“小巨人”企业。

自觉践行“两山”理念。
坚持习近平总书记“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重要要求，持
续深化黄河滩区综合整治，
加快建设黄河数字化生态保
护监测平台，积极推进沿黄
生态廊道等项目，高标准建
设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围
绕“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推
进绿色生产、绿色能源、绿色
交通、绿色生活等，让绿色成
为高质量发展主色调。坚决
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积极配合市里建立生
态补偿机制，不断巩固生态
优势地位。

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结合市十二次党
代会报告要求，构建符合惠
济实际的共同富裕制度架
构，聚焦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一老一小一青壮”等问
题，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更好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之，惠济区全体党员干部
群众将紧紧围绕市定目标，
锻长板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为郑州加快现代化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实现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贡献更多惠济力量！

抢抓黄河战略机遇
跑出更快“惠济速度”

——访惠济区委书记魏东

市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为全市加快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
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惠济区立足“北静”发展定
位，聚焦“四城、两高地、一家园”建设目标，以黄河国家战略
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重要抓手，蓄势待发，迎来了重要发展机
遇。未来，惠济美好蓝图将如何描绘？努力方向、发展目标
是什么？惠济区委书记魏东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回答。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丽萍

向着党代会指明的方向
加快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聚焦国家和省市战略实
施，统筹勾画文化遗产保护蓝
图。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河南省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三年
行动计划》，按照市委市政府
“文化强市”战略部署，全市文
物系统将重点依托郑州山川
地理中心区位和“早期中国”
的文化优势，积极申办世界大
河文明论坛，构建世界大河流
域文明交流互鉴平台；在国家
战略层面，联动黄河战略相关
城市共同唱好“黄河大合唱”；
在省内联动郑汴洛，共同讲好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文
化发展故事；在郑州层面，立
足发挥“山、河、祖、国，早期中
国”的历史文化底蕴优势，积
极构建以文物保护利用为引
领的沿黄河文化带、环嵩山文
化带和中心城区文化板块“两
带一心”城市文化总体格局，
实施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同
时加大宋陵数字化保护利用
力度；依托“考古中国”“考古
中原”重大工程，夯实夏文化
保护利用。

不断加大遗址保护活化
利用，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以“河洛古国”双槐树遗
址、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
青台遗址、汉霸二王城、荥阳
故城、大运河郑州段等考古
研究及保护展示为依托，我
市将建设沿黄文化遗产廊
道，着力支撑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
示范区、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城市。配合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还将打造黄河沿
线集中展示黄河文化、中华
文明主线的黄河生态文化
带，加快推进黄河、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和黄河国家博物
馆、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商代王城遗址保护、双槐
树“河洛古国”等重大遗址项
目建设，持续推动“生态保
遗”新模式，建设 100家以上
各级各类博物馆，增强郑州
黄河历史文化的辐射力。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全面
提升郑州文化遗产影响力。
该局将深化文物领域国际交
流合作，积极参与国家“中华
文化走出去”工程，加强与埃
及卡尔纳克北部孟图神庙、罗
马尼亚多布若瓦茨的考古发
掘研究及学术交流，以世界大
河流域诞生的文明古国为展
览主题推出《大河文明展》精
品展览。同时探索文化文物
资源与文创开发应用的跨界
融合发展新路子，借鉴汲取
“唐宫夜宴”“天工开物”“龙门
金刚”等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实
践和文创经验，持续加大文化
遗产文创开发和活化利用。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利用裴李
岗遗址发现的 8000多年前旱
作农业、稻作农业农作物种
子，开展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
等创新利用实践；结合研学游
教育实践，利用河洛古国、大
河村、西山古城、“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等重要文化遗产，
开展“早期中国”“华夏精神之
旅”“古城、古都、古国”等考古
专题研学旅行，展示中华文明
风采。

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
打造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

——访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任伟

“市十二次党代会为未来郑州发展描绘了蓝图，为今后
加快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近日，市
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任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局将贯
彻落实好此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郑州市实现“两化五
强”和打造“四个高地”的远景目标，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
想共识、形成工作合力，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积极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打造黄河历史
文化主地标城市和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提供强有力的
文化支撑。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一把手”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