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8〕7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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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工作方案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提出的打好 “四张

牌”要求,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认真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持 “四重点一稳定一

保证”工作总格局,持续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及 “创优势、

增实力、补短板、能抓住”工作方针,依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 <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工作办法>的

通知》(郑办 〔2017〕45号),结合各县 (市、区)、开发区实际

发展情况设置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引导各地各部门

提高发展质量、提升发展水平,为实现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2018年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大

类:

一、结构优化升级

二、创新驱动发展

三、基础能力建设

四、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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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附件:2018年各县 (市、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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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8年各县 (市、 区)、 开发区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巩义市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1%。

4.粮食总产量11万吨。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3亿元,增长7%。

6.税收收入32.04亿元,增长32.1%。

二、创新驱动发展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5%。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81.4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3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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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6%。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12微克/立方

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4微克/立方米。

1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45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70.5%。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8万人。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8.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19.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0.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1.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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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3.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登封市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9.5%。

4.粮食总产量16.5万吨。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79亿元,增长7%。

6.税收收入18.08亿元,增长15.3%。

二、创新驱动发展

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2%。

8.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1%。

三、基础能力建设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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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06.6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

11160万美元。

1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6%。

13.二氧化硫控制排放量8770吨;氮氧化物控制排放量

19720吨;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90微克/立

方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57微克/立方米。

14.颍河白沙水库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分别不高于

20、0.5、0.1毫克/升,其他达到栿类标准;双洎河界河断面化

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40、2毫克/升,其他达到桋类标准;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4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65%。

18.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42万人。

19.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150套。

20.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1800人。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21.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2.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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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3.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4.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5.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6.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新密市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

4.粮食总产量18万吨。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3.64亿元,增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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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税收收入22.26亿元,增长13%。

二、创新驱动发展

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8%。

8.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0.5%。

三、基础能力建设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

11.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34.9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

21860万美元。

1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6%。

13.二氧化硫控制排放量9655吨,氮氧化物控制排放量

12105吨;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98微克/立

方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58微克/立方米。

14.双洎河马鞍洞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40、2

毫克/升,达到达到V类;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

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59天。

四、新型城镇化

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76.7%。

18.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5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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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1020套。

20.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350人。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21.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2.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3.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4.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5.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6.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荥阳市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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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1%。

4.粮食总产量23万吨。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78亿元,增长9%。

6.税收收入36.03亿元,增长15.2%。

二、创新驱动发展

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3.5%。

8.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9%。

三、基础能力建设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

11.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31.8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

17065万美元。

1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6%。

13.二氧化硫控制排放量9770吨,氮氧化物控制排放量

7440吨;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00微克/立

方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59微克/立方米。

14.索河入须河处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40、2

毫克/升,其他达到地表水V类;汜水河口子断面化学需氧量、

氨氮分别不高于30、1.5毫克/升,其他达到地表水V类;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

—11—



良天数不低于252天。

四、新型城镇化

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67.2%。

18.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45万人。

19.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133套。

20.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80人。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21.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2.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3.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4.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5.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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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新郑市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5%。

4.粮食总产量22万吨。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55亿元,增长9%。

6.税收收入51亿元,增长10.6%。

二、创新驱动发展

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2%。

8.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0.8%。

三、基础能力建设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

11.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15.6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

20528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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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6%。

13.二氧化硫控制排放量5119吨,氮氧化物控制排放量

2675吨;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11微克/立

方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59微克/立方米。

14.双洎河新郑黄甫寨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

40、2毫克/升,其他达到V类标准;十七里河入郑处断面化学

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30、1.5毫克/升,其他达到桇类标准;

潮河入郑处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分别不高于40、3.5、

0.5毫克/升,其他达到V类标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

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35天。

四、新型城镇化

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77.1%。

18.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5万人。

19.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开工2725套,基本建成4356套。

20.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80人。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21.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2.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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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局稳定。

23.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4.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5.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6.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牟县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2%。

4.粮食总产量16.5万吨。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2.5亿元,增长9.3%。

6.税收收入35.7亿元,增长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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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驱动发展

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6%。

8.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2%。

三、基础能力建设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11.引进省外资金总量94.7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5858

万美元。

1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4%。

13.二氧化硫控制排放量1462吨,氮氧化物控制排放量460

吨;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00微克/立方米,

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57微克/立方米。

14.贾鲁河中牟陈桥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40、

2毫克/升,其他达到V类标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

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58天。

四、新型城镇化

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70.3%。

18.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2万人。

19.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开工4200套,基本建成1244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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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650人。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21.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2.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3.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4.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5.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6.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原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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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9%。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96亿元,增长5%。

5.税收收入26.98亿元,增长7.2%。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6%。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0.7%。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60.9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

21878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19微克/立方

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4微克/立方米。

13.须河八仙桥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40、2毫

克/升,其他达到V类标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

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0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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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71.2%。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85万人。

18.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开工7856套,基本建成2959套。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9.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0.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1.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2.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3.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4.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二七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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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5%。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81亿元,增长5%。

5.税收收入28.61亿元,增长5.8%。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0.5%。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79.6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

21012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06微克/立方

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2微克/立方米。

13.贾鲁河尖岗水库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40、

2毫克/升,其他达到栿类标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

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0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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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60.9%。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85万人。

18.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9289套。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9.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0.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1.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2.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3.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4.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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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9%。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83亿元,增长6%。

5.税收收入56亿元,增长6%。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4.5%。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5.2%。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96.3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31933

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07微克/立方

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6微克/立方米。

13.基本实现水体无排污口、河面无漂浮物、河岸无垃圾;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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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0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69.2%。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2.37万人。

18.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5928套。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9.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0.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1.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2.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3.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4.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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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管城回族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9.5%。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15亿元,增长6%。

5.税收收入26.46亿元,增长3.3%。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3.4%。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2%。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14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14023

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19微克/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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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5微克/立方米。

13.基本实现水体无排污口、河面无漂浮物、河岸无垃圾;

饮用水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00

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70%。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27万人。

18.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开工6693套,基本建成4863套。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9.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0.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1.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2.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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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4.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惠济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02亿元,增长10%。

5.税收收入20.01亿元,增长21.4%。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5%。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0.1%。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11.6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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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73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05微克/立方

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59微克/立方米。

13.基本实现水体无排污口、河面无漂浮物、河岸无垃圾;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0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63.6%。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25万人。

18.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2579套。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9.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0.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1.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2.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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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3.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4.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上街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23亿元,增长7%。

5.税收收入11.05亿元,增长0.2%。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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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57.9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9167

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二氧化硫控制排放量6176吨,氮氧化物控制排放量

4493吨;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10微克/立

方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0微克/立方米。

13.枯河上街区入荥阳处断面水质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

高于40、5毫克/升;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

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42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66.7%。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23万人。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8.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19.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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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1.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2.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3.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3%。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6%。

4.粮食总产量9万吨。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62亿元,增长12%。

6.税收收入30.46亿元,增长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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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驱动发展

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

8.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5%。

三、基础能力建设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

11.引进省外资金总量51.8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55620

万美元。

1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3.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15微克/立方

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5微克/立方米。

14.梅河老庄尚村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40、2

毫克/升,其他达到V类标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

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3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56.5%。

18.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25万人。

19.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人数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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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20.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1.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2.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3.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4.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5.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郑州高新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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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5%。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5%。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55亿元,增长11%。

5.税收收入35.28亿元,增长14.4%。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9.7%。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23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29978

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18微克/立方

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5微克/立方米。

13.须河高速公路桥断面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不高于40、

2毫克/升,其他达到桋类标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

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0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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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49.4%。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17万人。

18.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6547套。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9.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0.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1.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2.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3.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4.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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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6%。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9%。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68亿元,增长7%。

5.税收收入82.23亿元,增长6.9%。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5%。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0.8%。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145.8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

50400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17微克/立方

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5微克/立方米。

13.基本实现水体无排污口、河面无漂浮物、河岸无垃圾;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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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0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84.3%。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25万人。

18.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7644套。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9.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0.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1.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2.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23.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4.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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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郑州经济开发区

一、结构优化升级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

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5%。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8亿元,增长14.9%。

5.税收收入57.08亿元,增长16.9%。

二、创新驱动发展

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

7.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增

速高于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2.6%。

三、基础能力建设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

10.引进省外资金总量77.9亿元,实际吸收外资总量56794

万美元。

11.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完成省定目标。

12.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不高于120微克/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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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66微克/立方米。

13.基本实现水体无排污口、河面无漂浮物、河岸无垃圾;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达到98%以上;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不低于200天。

四、新型城镇化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16.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41.9%。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0.17万人。

18.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基本建成4885套。

五、社会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

19.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

防止重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20.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社会稳定情报信息分析研

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突出不稳定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

21.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完善监管网络,强化食品

安全监督,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2.不发生因企业违法排污和其他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不因环保问题引起群体性信访事件;实现辐射事

故零发生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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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提高土地保有成本,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闲置土地

清理处置力度,鼓励深度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

24.健全政务服务工作推进机制,落实 “1+5”工作推进机

制和行政权责事项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实现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顺畅运行,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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