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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

围绕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抢抓碳达峰战略机
遇、建设城市生态系统、新能源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等
问题，委员们为完善政策、推动工作
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关于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全市建
成包括生态环保类项目 343个、总投
资 1553亿元的重大项目库，编制了
《郑州市沿黄生态廊道概念性规划》，
把郑州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列入我市
重点工程，纳入市政府梳理紧盯的
“五个一批”重点项目范围。

关于加快建设城市生态系统的
提案，建成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大数据
平台，智慧环保项目所有 11个系统
已全部上线试运行。

开创工作新局面
展现履职新作为

一年来，政协郑州市第十四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始终坚持政治协商聚焦
大事、参政议政关注实事、民主监督紧盯
难事，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
动，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的独特优势，通过
提案助力我市抢险救灾、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把委员提交的关于建议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外迁、暂缓执行《关于调整
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相关政策
等提案第一时间交办给相关单位，为相
关政策出台和决策提供了参考。

2022年，市政协提案工作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强化“三标”意识，聚焦“十大
战略”行动，紧紧围绕当好“国家队”、提
升国际化，打造“四个高地”找准切入点
和着力点，突出政治引领，夯实工作基
础，努力开创提案工作新局面、展现提案
履职新作为，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
大胜利召开。

■提案工作报告摘编

群策群力谋发展 建言献策促和谐
967件提案办复率100%满意率98.5%

集智聚力建言献策，为民履职共谋发展。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以来，市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聚焦我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共提出提案1086件，经审查立案967件，其中，委员提案
934件，集体提案33件。提案办理共涉及88个部门和单位，截至2021年10月31日，提案已全部办复，办复率100%，满意率98.5%。

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市政协委员们提出针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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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在经审查立案的提案中，经
济建设类提案 168件，占立案总
数的 17%。围绕全市经济发展
大局，市政协委员们认真调查研
究，提出了富有科学性、前瞻性
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得到了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相关部
门的积极回应。

关于把研发投入强度作为
“十四五”约束性指标的建议，我市
已将“全社会研发投入占生产总

值比重”指标列入正在编制的《郑
州科技创新“十四五”发展规划》。

关于科技创新方面的提案，
市工信局明确了把电子信息“一
号”产业打造成超8000亿元规模
的支柱产业，市科技局明确了把
数字经济纳入全市“十四五”科
技创新发展规划重点支持方向，
市大数据局明确了全力推动“城
市大脑”建设、持续推进大数据
产业基金建设、加强数据资源共

享开放等一系列可行措施。
关于加强5G应用建设的提案，

我市出台《加快5G网络建设和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制定10个新兴
产业链现代化提升方案，全市99个
项目纳入河南省5G项目库。

关于推进乡村振兴的提案，
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将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纳入全市综
合考评体系“重点攻坚”内容。

政治建设方面，市政协委员
围绕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数字政府、引进创新人才等
问题提出科学可行的提案，承办
单位认真研究吸纳。

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
建议，全市上下以“一网通办、一
次办成”改革为抓手，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围绕“一件事”理
清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动流
程再造、数据打通，一体化政务
服务能力在全国重点城市中由
第22名前移至第10名。

关于全力推动数字政府建
设的提案，正在编制的《郑州市
“十四五”大数据发展规划》《郑

州市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
办法》已列入郑州市2021年度政
府规章立法计划调研项目。

关于大力引进创新人才的建
议，市委组织部推出了3.0版郑州
系列人才政策“郑州人才计划”，并
出台了《郑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
认定实施细则》等9个配套文件。

围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打
造郑州黄河历史文化地标、提升
贾鲁河文化保护带、加强公共文
化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委员们从
不同角度提出提案，为有关部门
决策提供了参考。

关于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
提案，市委、市政府将文旅产业
确定为“五大战略支撑产业”之

一，出台《郑州市建设文化旅游
强市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
则（暂行）》，设立 2.5亿市级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扶持奖励资金，保
障文旅强市建设。

关于打造和提升贾鲁河
文化保护带的建议，市水利局
进行了全域水文化遗产普查，
编制了《郑州市水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规划》《水文化遗产认
定及价值评价导则》,填补了
国内空白。

关于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丰
富社区群众生活的提案，市政府
把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列入
市政府为群众办实事的十件大
事，计划到2022年底基本实现规
范化社区全覆盖。

委员们对教育、医疗、养老、
社会保障等诸多民生问题格外
关注，提出了大量提案，占总立
案数的 62%，促进了一些重点、
难点问题的解决。

关于加强幼儿园建设、推动
学前教育发展的提案，我市将

“新增幼儿园投用”列入全市“一
件事”工作任务，市财政设立幼
儿园发展专项资金，2021年已下
达资金6504万元。

关于加强我市长租房建设
的提案，郑州市已先后印发多个
配套支持性文件，拟出台的《郑

州市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办法（试
行）》已经开始征求企业意见。

关于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提案，市委、市政府将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列入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纳入
全市绩效考核重点攻坚目标。

着眼经济大局 助推科技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 厚植发展沃土

打造文化地标 丰富群众生活

聚焦民生关切 办好民生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