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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十二五”十件大事实事评选候选事项
全面推进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2011年9月，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站在新起点上的焦作，结合《国务院关
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
见》这一国之方略，在全省18个地市中率先提
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的战略构
想，并于2012年1月21日获省政府批准。这是
中原经济区建设战略实施之后，省政府在全省
范围内首次发文支持地级市的发展战略。自
此，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成为全市
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在 2013 年 4 月召开的市委十届六次全会
上，确立了坚持建设经济转型示范市一个战
略，突出抓开放、抓城镇化、抓改革创新、抓
创造新优势四个重点，强力推进铁路、公路、
能源、水利、生态、信息化、新区和产业集聚
区、教育、文化体育、开放型经济“十大建
设”的目标。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凝心聚力、转型攻坚、争创一流、绿色发
展。

五年来，转型示范成效显著，综合实力再
上台阶。初步预计 2015 年，生产总值比 2010
年提高63.5%，年均增长10.4%。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54457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倍。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是2010年的1.8倍。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是2010年的1.9倍。

作风建设
带来新气象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必须有务实重干的
作风作保障。近几年，无论是全党全国全省集
中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三查三保”活动、4+4+2 党建制度体系
建设，还是我市主动开展的以“转变作风、
转型发展”为主线、以“五查五表率”为主
要内容的“人民在心中、转型我先行”主题
实践活动，组织实施的以开展一系列访贫问
苦活动、开展一次矛盾纠纷大排查、处理一
批信访积案、问责一批违反“五个一律免
职”和“六条红线”规定的公职人员、选树
一批先进楷模、健全一套规章制度等为主要
内容的“十个一”专项行动，持续开展的

“走百乡、进千村、访万户”活动、“企业服务
年”和“项目服务年”等活动，一个永恒的主
题就是：坚持不懈抓作风转变，努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发展局面。

精神文明建设
引领新风尚

以文化凝聚正能量，推动转型发展，一直
是市委、市政府“两手抓”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核心，以“文明河南建设”为载体，广
泛开展“践行价值观、文明我先行”主题系
列活动，使文明服务、文明执法、文明经
营、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的“六
文明”要求融入社会管理和人们日常工作生
活之中；组织开展了“践行价值观、岗位学
雷锋”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立
足本职岗位、爱岗敬业奉献；组织开展了

“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争做美丽焦作
人”活动、“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大力传
播文明风尚，推动全市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
提高和社会文明水准的提升。同时，在全市
组织实施“农民文化超市”惠民工程，以基
层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导向，以基层文化
阵地为平台，优化整合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采用“超市式”供应、“菜单化”点文化
的方式方法，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文化产品
和服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释放新活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我市成
为全省行政审批标准化试点市。大力简政放
权，建立首席代表负责、并联审批、全程代办
等新机制，开通网上服务大厅，全市行政审批
服务事项由原来的 718 项压缩到 493 项，减少
31%。其中，行政许可事项由206项压缩到136
项，减少34%。市直45家单位行政职权由5821
项压缩到 4370 项，压缩减少 1451 项。其中，
取消无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职权233项；核减
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县市区或省直机关行使的行
政职权275项；优化合并行政职权943项。

市直各类事项平均承诺期限由原来的19个
工作日压缩到10个工作日，压缩率47.3%；每
个事项审批环节平均由5个减少到3.8个，减少
23.5%；实现简单事项即收即办，一般事项

“一审一核”不超过3个工作日，行政许可事项
限定在法定时限30%内办结。编制了行政审批
通用基础、服务保障、服务提供、工作岗位等
四大标准体系，编制各项工作标准846个，并
通过内审、外审、总体评价，对标准体系进行
了持续修订完善。

产业集聚
隆起发展新高地

2015年10月份，经国务院批复，位于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核心区的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正式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焦
作高新区从1999年成立以来，在科技创新的引
领和支撑下，逐步形成了以先进装备制造、新
材料、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定为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我市的产业集聚区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态
势，呈现出由政策和生产要素驱动向创新要素
驱动、由制造型产业集聚区向研发型产业集聚
区、由单纯的土地运营商向产业培育和创业孵
化、由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向现代化综合功能
区四个鲜明的转变，传统产业依靠技术升级做
强做大，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峥嵘初
现，新的平台体系和产业体系业已形成，成为
引领焦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劲引擎。

截至2015年年底，产业集聚区经济总量占
全市 6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达
4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26.2%提高到
32.4%；示范区成功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

黄土地
变奏激昂旋律

粮食高产成旗帜。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郭天财说，焦作是引领全国小麦生产
的一面旗帜。市农业局相关资料显示，五年来
我市共承担农业部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建设任
务268个，总面积357.5万亩。目前，全市共建
设超高产攻关田491个，总面积4.5万亩，先后
创 23 项粮食高产纪录，其中小麦高产纪录 18
项、玉米高产纪录5项。

农家合作力量大。我市农民合作社在繁荣
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抵
御风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截至2015年年
底，我市农民合作社达4080家，入社成员9万
户，辐射带动农户32.4万户，覆盖率达50%。

土地流转神韵足。在土地流转方面，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 120.1 万
亩，占全市农村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 53.3%。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开展家庭农场培育工作，
与农村土地流转形成良性循环。截至2015年6
月底，我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共
328家，其中228家参与了土地流转，流转面积
达8.5万亩。

“太极故里、山水焦作”
两张名片享誉世界

“十二五”期间，焦作旅游接待总人数突
破1.48亿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3.7亿元，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1161.2亿元，比“十一五”时期
分别增长了104%、100%和109%。五年间，我
市四次荣获“年度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
称号，顺利入选“20 大最受关注国内旅游城
市”，并首次荣膺“中原经济区区域旅游合作
奖”，成功加入亚太旅游协会和世界旅游城市
联合会，并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列为旅游可
持续发展监测点。

作为太极故里，我市投资13亿元建设了焦
作市太极体育中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太极文
化主题场馆群。在全市广泛开展太极拳“六
进”活动 （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军
营、进社区、进农村），特别是两年一届的

“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近三年连
续被评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已成为太极
拳国际品牌赛事。“共享太极、共享健康”世
界百万太极拳爱好者共同演练活动成功挑战最
大规模武术表演 （多场地） 吉尼斯世界纪录，
对于太极拳国际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目前，太极拳已传播到全球150个国家和
地区，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太极拳组织，
世界上有近3亿人在习练太极拳。

焦作海关为对外开放
搭建更高平台

开关过程：
2009 年 8 月 2 日，国务院同意设立焦作海

关，隶属郑州海关；
2010年1月11日，郑州海关成立焦作海关

筹备处；
2010 年 4 月 27 日、28 日，时任市委副书

记、市长孙立坤带队赴广东考察海关建设，并
与郑州海关共同商讨，焦作海关建设进入实质
性阶段；

2013年5月7日，焦作海关正式开关。
五大举措：
简政放权，建立“单一窗口”受理、网上

预受理及预审查制度。
推广无纸化通关改革，实现了与全国海关

业务系统的对接，实行7×24小时工作制度。
实行海关商检“三个一”制度，即一次申

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提供到企业送政策服务。
开发出郑焦通关一体化子平台，实现了焦

作与郑州航空港在通关业务上的无缝对接。
海关大数据：受理报关单7166票、实征税

款15.98亿元、审批征免税证明302份、审批货
值 7041 万美元、减免税款 6017 万元、备案电
子化手册 51 份、备案进口总值 2844 万美元、
备案出口总值 7719 万美元、结案 32 份、报核
及时率100%、设立联网监管电子账册6份、进
口总值 148423 万美元、出口总值 405651 万美
元、加工贸易货物内销征税1599万元。

郑焦铁路承载梦想

2015年6月26日7时15分，位于郑州火车
站7站台的C2900“和谐号”动车，在一阵嘹
亮的汽笛声中徐徐启动。这标志着郑焦铁路正
式开通，焦作368万人民梦想成真，一个崭新
的高铁时代已经到来。

郑焦铁路全长77.785公里，为双线有砟重
型轨道，设计速度目标值200公里/小时（预留
250 公里/小时），是河南省第一批开工建设的
城际铁路，也是郑州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原
城市群高速轨道交通网络以及以郑州为中心的

“米”字形高速铁路客运专线郑州至太原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市以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构建区域性交通枢纽为目标，计划到2020年基

本形成“十”字形快速铁路网。其中，郑太高
铁焦作—太原段预计 2016 年动工，新乡—焦
作—济源城际铁路已获国家批复，云台山支线
前期工作稳步推进中。

从2016年1月10日起，焦作直达北京西站
高铁正式运营，结束了我市没有始发北京列车
的历史。

双拥模范城创建
谱新篇

我市连续四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连续六次荣获省双拥模范城称号，沁阳市、
孟州市、修武县、武陟县、解放区多次被评
为省双拥模范城，市委书记孙立坤当选 2014
年度全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十大新闻人
物”。

几年来，我市共为驻焦部队官兵发放节日
生活补助费 320 余万元，快速办理 62111 部队
新营区、71762部队新营区、市民兵训练基地
等军事设施审批手续20多项，为部队营房建设
提供用地2000余亩。

几年来，驻焦部队先后承担南水北调拆迁
安置、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抗旱救灾等急难险
重任务100多项，投入兵力12万余人次，出动
机械、车辆 6023 台次，帮扶贫困村 14 个，义
务植树7万余株，为创建双拥模范城谱写了新
的篇章。

青山绿水润山阳

四廊六脉连山水，三环碧水泛轻舟，五
库六湖嵌明珠，湿地生态现美景。经过五年
建设，一幅城市水系蓝图已揭开神秘面纱。

奔流不息的黄、沁河水，被成功引入城市
水系，引黄入焦工程每年可引水 5300 万立方
米，仅新增灌溉面积就达15万亩。龙源湖公园
已经和灵泉湖、新河、黑河形成了一个连通循
环体系，龙源湖3次引地表水入湖。大沙河民
主路至中原路段已形成 5.4 公里长、128 米至
220米宽的景观水面，改写了焦作城区没有一
条大河的历史。城区形成水面 8000 亩、湿地
5000亩，我市成为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
点，荣膺“全国创建绿色化示范城市”称号。

“六纵四横”内部大循环、外部大连通的城市
水系功能正在显现。

2011年以来，我市作出了构建林业生态网
络、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将全
市林业生态建设按“一核六极、一区两带、三
网多点”进行总体布局，构筑点线面相结合的
综合林业生态体系。全市防护林体系建设完成
14902.4公顷，特色经济林基地建设完成869.5
公顷，飞播造林4346.5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到30.92%，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0.79%，活
立木蓄积量503万立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77平方米。

“半城青山半城水”的山水园林、生态宜
居新焦作开始绽放迷人风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焦作城区段顺利通水

2014年12月12日14时32分，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源头丹江口水库的陶岔渠首正式开闸放
水，经过几天奔流，丹江水于16日到达我市。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总干渠全长1432公里，
共流经 19 个城市。该工程穿越焦作城区长度
8.8公里，是通过聚土成渠打造的一个人工悬河
工程。在2014年12月16日的通水现场，中央
电视台南水北调报道组对通水实况进行了现场
直播。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唯一穿越中心城区
的城市，我市共完成征迁 3890 户、15532 人，
拆迁房屋93.6万平方米，专项设施672项，移
交工程用地3779.23亩，建设跨渠桥梁7座，工

程建设、征迁任务繁重，在整个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中受关注程度极高，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顺利通水作出了巨大贡献。

民生建设砥砺前行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重点围
绕支农惠农、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
会综合治理、金融惠民、城乡就业、社会保
障、困难群体救助、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与群
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方面确定十项民生工
程，从筹措民生工程资金到完成任务时限，细
化目标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建立工作台账，
全力推动工作落实。同时，由市委督查办、市
政府督查办负责督查，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
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此外，我市在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新农合服务、社会保险扩面
征缴服务、农村公路建设、提高特殊教育学校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学
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等方面的工作都全面落
实。

近两年来，市委、市政府每年列支1000万
元用于困难群众临时救助；每年投资1000万元
至2000万元用于购买公交车辆。2015年，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2010年的1.6倍和
1.8倍。五年来，我市累计民生支出657亿元，
成为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进市，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
系加快完善，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消除贫困 共享小康

2015 年 11 月，中央提出到 2020 年确保我
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过去五年，我市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
略高度出发，坚持“党委重视、政府主导、
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原则，积极创新扶
贫开发工作机制，大力推进贫困群众脱贫工
程，经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和不
懈努力，大批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史上，谱写了消除贫困、共享发展的辉煌篇
章。

过去五年，全市共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5.6
亿多元，安排项目 726 个，累计脱贫 9.14 万
人；全市对124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解
决了群众行路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难等
问题；全市搬迁了深山区8个村、321户、1202
人，1.18万贫困劳动力接受就业技能培训，实
现了转移就业；产业增收项目通过滚动发展，
辐射带动2.3万户、8.05万人增收。

“双创”行动
力推电商产业发展

2015年，一个以创业、创新为主轴的百千
万农民创业创新行动在我市启动，市委、市政
府组织动员农村生力军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洪流，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建成100个
农业主导产业突出的创效型产业村，发展1000
个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创新型企业，培
育10000个诚信经营、带动作用明显的创业型
农民，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焦
作。

我市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发展体量和速度
均居全省前列。腾云电子商务产业园一期建
成，浪潮云计算中心、阿里巴巴产业带等75个
项目落户。全市电商企业达 1645 家，“一园、
一区、两港、多点”的电子商务发展格局初步
形成。博爱成为首批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孟州成为全省首个农村淘宝试点县。
桑坡村被誉为“中原淘宝第一村”。孟州电商
发展引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的关
注。

焦作市“十二五”十件大事实事评选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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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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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须知
本次评选活动投票，自2016年

2 月 14 日起至 2 月 24 日止，分报纸
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方式。

一、报纸投票：在焦作日报报纸
选票上 15 项备选名单编号圆圈里
圈定不超过 10 项入围名单（含 10
项），并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每
人投票仅限一次。2016 年 2 月 24
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投寄或送到
焦作日报社(人民路报业大厦)310
房间。邮编：454000。收信人：焦作
市“十二五”十件大事实事评选活动
办公室。

二、网络投票：1.打开焦作网

（www.jzrb.com）和 焦 作 广 电 网
(www.jzrt.com)，点击焦作市“十二
五”十件大事实事评选，在您选中的
选项下方方框里点击投票。每次投
票选定的选项不得超过10项（含10
项），并填写自己的姓名、联系电话
和身份证号码，每人投票仅限一次。

2.关注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和
焦作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焦作
日报和焦作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平
台共同开启投票功能，设定投票规
则、投票时间，投票截止后，对投票
数据进行集中统计分析，对结果进
行集中展示。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5

14

13

郑焦铁路开通，焦作大步迈入高铁时代。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