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中国青年报》在1版刊发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署名文章《建设青年之城 塑造活力之都》。文章说：郑州市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着力实现广大青年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双向奔赴、同频共振、互融
提升，全面构建“活力郑州、青春郑州”。文章从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打造青年创新创业的理想之城、建设青年宜居幸福
的友好之城、构建青年乐游乐享的魅力之城等方面，详细介绍了郑州建设青年之城、塑造活力之都的生动实践。本报今日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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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兴，则城市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郑州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着力实现广大青年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双向奔赴、同频共振、互融提升，全面构建“活力郑州、青春郑州”。

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让广大青年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坚持党管青年原则，用党的科
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
召青年，高度重视对广大青年的思想
政治引领，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
程”“青年大学习”等贴合青年的宣
教方式为牵引，引导广大青年深入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
践行者。各级党组织坚持践行青
年优先发展理念，努力做青年朋友

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
年群众的引路人，健全政策支撑机
制、激励保障机制、推进落实机制，
把青年“创业有平台、创新有支持、
就业有保障、生活有温度、发展有
预期”作为努力方向，全面贴近青
年内心“需求点”、情感“触发点”、
思想“共鸣点”，不断增强广大青
年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引导
广大青年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
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争当排
头兵和生力军，充分展现青春的朝
气和锐气。

始终把青年各项事务摆在优先
位置，着力满足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打造青年宜居的良好城市条件和
环境。坚持“青年友好”理念，把适宜
青年、服务青年的理念融入城市功能
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等各方面，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
充分展现青年元素，让青年在郑州生
活更安心、更舒心。大力引导青年立
足岗位、拼搏奋斗，在文明建设、创新
创业、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重点领
域，充分发挥活力和创造力，更好为
城市提供发展动力、积攒发展潜力，
推动城市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着

力解决青年后顾之忧，聚焦青年关注
的住房、养老、教育、婚恋等突出问
题，补齐政策短板，强化工作弱项，实
施牵动项目。近两年，建设投用青年
人才公寓10万套，启用青年人才驿站
29 家，发放青年人才首次购房补贴
1.96亿元，初步构建起多主体供给、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青年住房安居
体系；建成“一刻钟”居家养老和救助
医疗服务圈，全面保障随迁子女入
学，有效减轻青年养老育幼负担；常
态化举办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的交友
联谊活动，扩大青年“朋友圈”，加快
打造青年人群心目中的“良栖之地”。

打造青年创新创业的理想之城
让广大青年在郑建功立业、成就梦想

建设青年宜居幸福的友好之城
让广大青年轻装上阵、逐梦未来

构建青年乐游乐享的魅力之城
让广大青年在郑活力满满、绽放光彩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结
合青年特点和需求，大力推进文旅文
创融合战略行动，城市青春氛围日益
浓厚，健康时尚生活方式深入青年。
丰富青年多元文娱体验。积极构建符
合青年兴趣爱好的“赛事+消费+文
化”文娱供给格局，先后成功举办 F1
摩托艇世界锦标赛、世界智能网联汽
车大赛、郑州国际赛车嘉年华、郑州国
际马拉松赛等国际赛事，以大赛吸引
青年、汇聚青年，塑造城市年轻的“国
际范”。举办郑州文旅促消费暨“You
（游）·乐享郑州”系列活动，推出百项
文旅优惠举措、千场文艺展演活动、七
大主题线路，拓展青年文娱消费场景，
全面激发青年消费潜力。成功举办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国博物馆及相关
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等文化盛宴，以文
化增进青年认同、提升青年文化自
信。强化青年文化标识。举办青年发
展型城市LOGO征集、“黄河风”艺术
市集、华服文化艺术节、动漫文化节、
城市像素计划、街舞大赛、青年音乐节

等主题活动，激扬“国风”“国潮”文化，
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主题车站、示范社
区（单位、空间）等，用时尚视角塑造郑
州青春印象和标志。打造青春多元空
间场景，围绕“青春、时尚、时代、潮趣”
的思路，先后建成“唐宫夜宴”主题街
区、郑州记忆·油化厂创意园、瑞光创业
工厂、喷空剧场等个性化、体验化、社交
化的Y世代、Z世代青年空间。以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深化CBD、
CCD、二七商圈等改造提升，建设新消
费地标和网红打卡地，积极发展文创、
潮牌、手办等新业态和“网红经济”“品
牌经济”“夜经济”，满足青年群体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

下一步，郑州市将继续围绕青年
发展型城市建设，完善机制、健全政
策、深化服务、提升能力，全面形成青
年创新创造活力及高质量发展与城
市相互激荡、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格
局，做到“郑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
郑州更有为”，让广大青年与郑州一
同成长，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

适宜青年创新创业的良好生
态，是吸引青年、留住青年、助力青
年成长成才的基本要素，更是实现
青年与城市互为促进、互为作用、
互为发展的关键支撑。我们坚持
长短结合、综合施策，以百万大学
生留郑计划为牵引，不断优化创新
创业生态，为广大青年搭建筑梦圆
梦广阔舞台。建设高能级创新平
台。高标准规划打造260平方公里
的全国最大科学城——中原科技
城，推进与河南省科学院、国家技
术转移郑州中心“三合一”融合发
展；高水平谋划建设两个5～10平
方公里的青年创新创业园，大力构
建环大学城创新经济带，设立100
亿元青年创新发展基金，积极推行
青年人才“拎包入住”“拎包办公”
服务模式，为全面实施青年创新创
业行动提供强有力支撑服务，引领
青年投身科技创新热潮。拓展高
品质就业空间，加快打造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两个万亿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和新型材料、生物医
药、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集群，加
速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渗
透，完善青年创业就业支持政策，
培养提升广大青年整体素能，引导
青 年 积 极 投 身 产 业 发 展 热 潮 。
2022年，全市青年群体就业率超过
90%。全方位完善引才机制，围绕
高层次青年人才、优秀大学毕业
生、留学归国青年“来郑前”“初来
郑”“来郑后”，健全“一站式”服务
机制，打造“人才+项目+资本+场
景”的协同引才模式，成功引育“国
家杰青”26名，全市人才总量超过
240万。坚持把优秀大学毕业生来
郑留郑作为重点，举办高规格“郑
州·大学生”集中毕业典礼，实施大
学生留郑“政策直通车”“岗位进校
园”行动，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基
层组织、产业园区等开发就业岗位，
创造更多适合大学毕业生就业机
会。去年全市引留青年21.4万人，
计划5年引留100万名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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