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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郑州实践

完善共同富裕的制度架构。
以财产性、经营性收入提升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以社会充分就业
稳定群众收入、减少低收入群
体。完善社会保障、最低工资收
入等制度，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
底保障。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高质量建设“美好教育”。推
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推动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面消除
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切实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完成20所高中
阶段学校外迁，培育一批有影响力
的示范性高中品牌。完善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加大高等教育投入，
抓好特色学科建设，引进一流高

校，实现高等教育提质发展。
加快建设“健康郑州”。推进

政府主导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
心全覆盖，健全紧密型医联 (共)
体，完善分级诊疗体系。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扎实做好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工
作，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加快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解决好“一老一小一青壮”问
题。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组
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实施积
极的创业就业政策，让广大青壮
年劳动力充分就业、稳定就业，成
长有路径、价值能实现。

民生事业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省政府工作报告之“郑州实践”

力争5年内数字经济占比超40%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民生事业发展……省政府工作

报告提到的诸多发展“关键词”，对全省发展进行了科学谋划，也为郑州未来绘就目标明晰的发展蓝图。
郑州将紧盯目标，抓住关键，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扎实的工作，努力把目标变为结果，把蓝图变为
现实。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扫码看更多

面向未来，郑州要努力实现
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力争到
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
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达到3%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1万家，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工业比重达到 40%以上，人
才总量达到300万以上，进出口总
额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基本形成
国家创新高地、先进制造业高地、
开放高地、人才高地。

高质量发展
力争到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万家

以自创区为引领，以中原科
技城为带动，沿黄河生态走廊，将
智能传感谷、金水科教园区、智慧
岛、鲲鹏小镇串联起来打造沿黄
科创带。

完善人才“一件事”，打造适
应高层次人才需要的公共服务、科
创场景，大力引进国内外一流的战

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
平创新团队。推广“十万码农”培
养模式，让高素质劳动力优势成为
郑州发展的一张“王牌”。

支持国家超算郑州中心、知
识产权交易中心、嵩山实验室、种
业实验室、黄河实验室等创新平
台发展。

创新驱动
串珠成链打造沿黄科创带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
攻方向。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全
市“一号”产业来打造。加快推进
汽车、装备制造、现代食品、铝加
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打造全
国重要产业基地；大力发展新能
源汽车、网络信息安全等新兴产
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北斗应
用、量子信息、基因技术、区块链、
氢能源等未来产业。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

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
向精细化和高品质发展。构建“商
业中心+特色商业街区+社区商
业”的商业体系，打造国际商都。

围绕“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建设全国重要的农业科创中心。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抓好企业上云工作，建设“工
业大脑”，力争 5年内数字经济占
比达到40%以上。

现代产业体系
把电子信息作为全市“一号”产业来打造

完善国际航空运输网、“米”
字形高铁网和轨道交通网，加快
机场三期、高铁南站、小李庄客运
站、薛店铁路物流基地、通航产业
示范区等重大项目建设，拓展内
河航运，做强航空引领、铁路支
撑、公路配套、水路补充的国际综
合性枢纽运输体系。

深化郑州至卢森堡双枢纽战
略合作。推动“陆上丝绸之路”提质
扩量，加快郑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示范工程和国际陆港第二节点建

设。推进“网上丝绸之路”创新突
破，探索“跨境电商+空港+陆港+邮
政”运营模式。拓展海铁联运班列
线路，深度融入“海上丝绸之路”。

以数字化改革带动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围绕“一件‘事’”“一
网通办、一次办成”，完善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实现“不见
面”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就近可
办、郑州大都市圈全域联办。深
化“放管服”改革，确保营商环境
进入全国城市第一方阵。

改革开放
“不见面”政务服务郑州大都市圈全域联办

把握“东强、南动、西美、北
静、中优、外联”的内涵要求，集中
打造 32个核心板块，带动各城市
片区有序开发、提升品质。

着眼特大城市发展安全，建立
供水、供电、能源、交通、地下空间等

安全防控体系，加快建设海绵城市。
加快“轨道上的都市”建设，建设K2
轨道快线，布局5G等新型基础设施。

加快培育以制造业为主体的
县域经济体系，完善“一县一省级
开发区”布局。

国家中心城市
加快“轨道上的都市”建设

持续加大以治气、治水、治
土、治废“四治”为重点的环境污
染系统治理。加快节水型城市建
设，抓好南水北调观音寺调蓄、黄
河刚性护岸、金水河治理等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推进垃圾分类处
理全覆盖。建立沿黄生态保护常
态化机制，高标准建设沿黄生态
廊道。

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发展，积

极争取外电入郑，大力推进清洁
能源替代。优化铁路货运站、绕
城干线公路和物流基地布局。

保障“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落实好河 (湖)长制、林长
制。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
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执法，建立惩
戒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行
政、司法衔接机制。

生态环境
高标准建设沿黄生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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