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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实践

加快“郑中心”现代化建设 奋力跑出郑州“加速度”
稳中求进、扩大消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保障民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诸多“关键词”，对未来一

件又一件国家大事细细谋划，每一条都与咱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给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描绘出一幅目标明
晰的发展蓝图。向着目标，向着未来，我们一起奋力跑出郑州“加速度”！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红/文 李新华/图

2022年，郑州精准施策，带动经济
稳中向好、稳中提质。把服务市场主
体放在首位，落实国家和省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及接续措施，依托“万人助万
企”推进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集群；
建立“郑惠企”政策服务平台，实现惠
企政策“应上尽上”“应享尽享”“免申
即享”，累计兑付资金 59亿元。筛选
6263家企业（项目）纳入“四保”白名
单，应急状态下重点企业不停产、重大
项目不停工。

2023年，郑州将持续稳定经济运
行，夯实“稳”的基础、激发“进”的动
能，牢牢稳住经济大盘。强化投资关
键作用，抓好1000个省市重点项目、年
度完成投资 500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投资占比提高到 48%以上，力争签约
“三个一批”项目 120个以上。精准服
务市场主体，深化“免申即享”工作，扩
大政策清单范围，开展“送政策进园区
进企业”活动，确保政策精准实施、直
达快享。

【报告摘要】

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
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郑州实践】把服务市场主体放在首位

2022年，郑州把提振消费信心作
为重要抓手。抓牢一批重点项目，持续
稳定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开
展“醉美·夜郑州”、金秋促消费系列活
动。创新落实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16条政策，实施个人房贷
延期展期、建立头部企业白名单、人才
八折购房、组织团购房、降低个税契税、
推动都市圈公积金互认互贷等政策。

2023年，郑州将加快释放消费潜
力。以实施“九大工程”为牵引，加快
建设独具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落实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2
条政策措施，适度调整限购区域、支持
团购在售商品住房、确保新市民都市

圈居民购房同等待遇、推进租购并举、
降低购房信贷负担、落实认房不认贷
等措施，开展人才八折购房、新市民购
房等活动，解决好青年人才、新市民等
群体住房问题。落实免征新能源汽车
购置税、放宽二手车迁入限制等政策；
加密公交场站、城市快速路、四环沿
线、地铁站点及公园等公用充电设施
布局。开展新一轮新能源汽车、绿色
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活动，推动大
宗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夜间经济产
业化、专业化、品质化，支持跨境直播、
保税仓直播等“直播电商+跨境贸易”，
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培育壮大“智
慧+”消费。

【报告摘要】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郑州实践】持续稳定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扩大消费

2022年，郑州聚焦加快打造国家
先进制造业高地，推动产业发展聚链
成圈，高质量发展支撑更加厚实。制
造业发展稳中向好，“1566”现代产业
体系、“153N”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加
快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2.3%，六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
4.6%。新增“四上”企业 1237家，签约
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 195个、签约额
2133.2亿元，工业投资增长 35.3%，工
业技改投资增长35.4%。

2023年，郑州将持续完善现代化产
业体系。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高地，推
进900个工业项目，构建“龙头企业+产
业链配套”产业集群生态；工业投资增
长 20%以上、技改投资增长 50%以上，
新增超百亿工业企业1~2家，新增入规
工业企业300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
企业300家以上。同时，郑州还将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提
质发展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推进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报告摘要】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
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郑州实践】“1566”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产业体系

2022年，郑州稳步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实施产业帮扶项目133个，行政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10万
元。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扎实开展，新
改建无害化厕所 1.6万户、农村公路
240公里，建成美丽乡村精品村 50个、
示范村80个、旅游精品线路7条。

2023年，郑州将持续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严格落实粮食安全，严守耕地保
护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粮
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40万亩。培育壮大
特色优势产业，建设一批现代农业产业
园、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美丽牧场、农
业产业强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做
大做强县域经济，把产业发展摆在突出
位置，明确县（市）主导产业发展规划，
依托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打造“一县一
业”“一乡（镇）一特”“一村一品”。

【报告摘要】

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郑州实践】稳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2022 年，郑州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深入推进落实黄河战略核心示范
区总体规划和起步区建设方案，沿黄
生态廊道建成开放，完成国土绿化及
灾后恢复重建 2.38万亩，抚育中幼林
3.21万亩。黄河干流水质断面稳定达
标，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显著。突出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空气
优良天数达到223天，10个国省控断面
全部达标，7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14个县级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
标率均为100%。

2023年，郑州计划持续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发展清洁能源，增强能源
外引和输运能力。打造无废城市中原
样板，进入全国无废城市第一方阵。
加强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持续推进
空气质量好转。完成入河排污口整
治，确保国省控断面全面达标、市控断
面水质稳定达标。构建碳达峰“1+11+
7”政策方案体系，实施碳达峰十大行
动。持续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
铁”，推动货运车辆、铁路运输电气化
清洁化改造；新建建筑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比例 90%以上，新建公共机构建
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30%。

【报告摘要】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
策，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郑州实践】沿黄生态廊道建成开放

绿色发展

2022年，郑州超额完成省市重点
民生实事。新投用公办幼儿园 76所，
市区新建中小学校 24所、投用 22所，
投用高中 9所。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
障机制落地实施，受惠群众 178.16万
人次。养老服务“五个一”建设加快推
进，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111个、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 1019个、特困供养机
构 12个、家庭养老床位 6050张，全市
161.7万老人全部入网智慧养老健康服
务平台。

2023年，郑州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支
持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多渠道
就业，强化脱贫家庭、低保家庭及零就业
家庭就业帮扶。通过机关事业单位招

考、国有企业聘用、中小微企业吸纳等方
式推出20万个工作岗位，新增城镇就业
1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万人，城
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高质
量建设美好教育，实施学前教育普惠扩
容工程，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新建改
扩建中小学校15所、投用16所，持续推
进高中段学校建设。加快市中心医院高
新医院、市七院滨河院区等项目建设。
以城市医联体、县域医共体为依托，构建
市域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新增养
老床位6万张、创建老年友好社区15个，
推进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建成基层老
年医疗康复（护理）中心12个、乡镇老年
健康服务中心30个。

【报告摘要】

要兜牢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

【郑州实践】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落地实施

保障民生

稳中求进 乡村振兴

2022年，郑州换道领跑强创新，全面
增创发展动能。中原科技城建设提质提
速，优化提升260平方公里总体规划，与
省科学院重建重振、国家技术转移郑州
中心加速融合。引进中航建设集团华中
总部、京东科技中原总部等高质量项目
156个，落地华为中原区域总部等项目
95个。强力打造创新平台，新组建 140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46个重点实验
室，国家级研发平台累计达到55家。加
快培育创新主体，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
过 1000家、入库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 8000家，新增市级科技型企业 1912
家，总数达到1.18万家。

2023年，郑州将持续推进创新驱动
发展。稳步推进中原科技城与省科学院
深度融合，大力引进国家大院名所、科技
型头部企业、省内外龙头企业研发机构，
推进龙子湖新能源实验室等 10个重大
科创研发项目加快落地。打造高水平科
创平台，推进超短超强激光实验装置、智
能传感器中试平台大科学装置项目，新
建省级以上创新引领型平台 100家。培
育高水平创新主体实施研发经费投入补
助政策，力争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00
家、科技型企业 1500家，万人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8.8件以上，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达70%。

【报告摘要】

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
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郑州实践】

中原科技城建设提质提速 2022年，郑州持续推进“放管服效”改
革。上线“一件事”405项、政务服务事项“免
证办”304项、“即来即办”1028项、“3个工作
日内办结”504项；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
个工作日；2035项政务服务事项集中进驻审
批大厅，加速实现“大厅之外无审批”；高频事
项、便民应用达到2614项。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圆满收官，市管企业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
城市发展等8家集团顺利组建，建立了市场
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别化薪酬等机制。

2023年，郑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
化8家市级企业集团内部管理改革，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研究组建建筑企业集团，与郑
煤集团形成“9+1”差异化发展格局。以项
目为支撑深度参与产业发展、资本投资、基
础设施、城市有机更新等重点领域建设，在
公共停车、供热、水务、物流等领域打造新
的上市企业。支持国企参与新型研发机构
建设，推进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团队，推行
目标考核制、薪酬激励约束机制。

【报告摘要】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坚持分类改革方向。

【郑州实践】持续推进“放管服效”改革

2022年，郑州充分发挥国家物流空港、
陆港双枢纽优势，进出口总额完成 5911亿
元，继续稳居中部城市第一。制度型开放
水平快速提升，高标准建设自贸区 2.0版，
推进自贸区、自创区“双自”联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全覆盖；“7×24”小时通关机制、
“提前申报”通关模式全面实施。跨境电商
交易额 1180亿元全国领先，全国首个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成功运营。

2023年，郑州要提升制度型开放水
平。巩固扩大枢纽优势，持续深化郑州—卢

森堡“双枢纽”战略，建成航空邮件处理
中心，争取中国邮政航空第二基地落
地。加快机场三期扩建，开通郑州至巴
黎、慕尼黑等客运航线，打造南至东南
亚，北至俄罗斯、东北亚的“空中丝绸之
路”，大力引进国内外头部航空、物流、货
代、贸易企业，力争国际货邮吞吐量 60万
吨。开行中欧班列（中豫号）2800列。开
展欧洲、中亚等招商活动，力争招商引资
签约总额突破 7000亿元，实际吸收外资
7.2亿美元。

【报告摘要】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市场准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继续发挥进出
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郑州实践】充分发挥双枢纽优势

对外开放

科技创新 深化改革

中铁装备工人组装盾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