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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会议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在郑州举行。

会议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贯彻中央和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打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制度建设、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制度建设，认真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圆满完成会议的

各项任务，组织和动员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开拓进取、锐意改革、务实创

新，为加快推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宏伟事业而努力奋斗。

本次会议的议程共七项：１听取和审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２审查和批准河南省２０１３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４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３审查和批准河南省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全省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２０１４年省级预算；４听取和审议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５听取和审议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６听取和审议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７选举事项。

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了各项议程。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了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和批准了河南省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全省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了２０１４年省级

预算；审议通过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河南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刘春良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把握时机　凝神聚力
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而努力奋斗
———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

郭庚茂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

各项议程，今天就要闭幕了。这次会议是一次改

革创新、开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团结民主、求

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节俭高效的大

会。我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对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向服务大会

的单位、工作人员和新闻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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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精神和新一届党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的重

要一年，也是深入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完成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当前，我

省发展既具备了跨越起飞的基础，又处于爬坡过

坎的紧要关口。科学筹划、有效运作，就能加速

现代化进程；自满懈怠、错失机遇，就会一篙松

劲退千寻。我们必须把握时机、凝神聚力，坚持

核心要求，坚定根本路径，运用科学方法，强化

和谐保障，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而

努力奋斗。

我们要坚持调中求进、变中取胜、转中促

好、改中激活，努力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河南作

为发展中大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是

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要紧紧扭住发展不

放松，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发展、着眼发展、推动

发展，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要自觉服从服务于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认

真贯彻中央精神，把十八大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河南具体化，着力打造富

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制度建设。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必须顺

应新形势新变化，坚持调中求进，通过调整优化

结构，稳增长、保就业、惠民生，打造河南经济

升级版；坚持变中取胜，在形势变化中抢占先

机，形成后发优势，保持蓄势崛起良好态势；坚

持转中促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破解资源环境

约束，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环境友好可持续发

展；坚持改中激活，通过改革开放，克服体制机

制障碍，激发发展活力。要聚焦实施三大国家战

略规划，深入推进 “一个载体、三个体系”建

设，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以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主动、改革开

放的主动，赢得竞争中的主动、发展上的主动。

我们要抓好关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激发

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动力和活力。改革开放是决定

河南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中原崛起河南

振兴富民强省的必由之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

了新一轮全景式改革的集合号。谁能抓住这一轮

改革的机遇，谁就能创造体制机制优势、赢得战

略主动，谁就能率先发展、跨越发展。要坚决推

进改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从

时间表倒排最急迫的事项改起，从关系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

出的问题改起，用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思路、改

革的办法完善体制机制，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各

项工作。要率先推进改革，充分利用三大国家战

略规划赋予我省的先行先试权，决不消极等待，

决不人为落后。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闯的

勇气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努力做到看得准、行

动快、做得好。要有序推进改革，把中央精神与

河南实际结合起来，区分轻重缓急，掌握节奏力

度，注重统筹协调，做到稳妥可行。开放也是改

革，开放才能跨越。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省策，

以扩大开放 “一举求多效”，着力提升专业化招

商水平，着力打造开放载体平台，不断拓宽开放

领域，不断优化开放环境，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

型经济体系，加快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开放格局，以开放促改革、促转型、促发展。

我们要求真务实、遵循规律，努力实现跨越

式发展。河南要跨越崛起，必须从实际出发、按

规律办事，力求用最少的资源换取最大的效益，

用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成功，用最短的时间完

成现代化进程。道路决定命运。要走对路子，研

究确定好工作方向、工作目标、工作思路，谋定

而后动、想明白再干，避免南辕北辙，不走错

路、少走弯路。要抓纲带目，找准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突出科学推进新型城

镇化、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以产业集聚区为主的

发展载体、构建现代综合交通物流体系等重点，

切实把工作抓到点子上、做到紧要处，避免舍本

逐末。要创新方法，坚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认真研究新形势新条件下解决问题的

方法举措，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在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建设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破解人地钱要素制约等方面改革创

新。求真务实、遵循规律，归根结底是要用正确

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不刮风、不折腾、不蛮干，

使河南的发展步伐越走越稳健、越走越坚实、越

走越有力。

我们要加强团结、凝聚力量，努力营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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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干事创业的环境氛围。人民事业人民建。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是造福亿万人民的事

业，也必须靠亿万人民合力推进。要坚持发展为

民、民生优先，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社会

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民生工作，让人

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现实受益者、衷心拥护者

和积极推动者。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

造活力，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让一切

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团结、和谐、稳

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基

础。要自觉顾全大局、努力维护大局，坚持以党

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谋

求各阶层各方面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做到思

想统一、步调一致，求同存异、共促发展。要把

“双基双治”建设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

途径和基础性工程，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公共服务能力，完善基层民主

决策机制和矛盾调解化解机制，发挥好法治与德

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夯实党执政的组

织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要坚持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狠刹 “四风”、改进作风，着力推进 “两

转两提”，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以新风正气

汇聚跨越崛起的强大正能量。

各位代表、同志们！

河南发展站在了新的战略起点，踏上了新的

历史征程。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万众一心、砥砺奋进，加快推进中原崛起

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宏伟事业，努力创造河南更

加美好的明天！

在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各代表团
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

秦玉海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４日）

同志们：

１月１６日，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就要隆
重开幕了，这是我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省

委对开好这次大会十分重视，郭庚茂书记在刚刚

结束的 “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

要讲话，对如何开好会议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了

确保大会的顺利召开，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是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

重要体现形式。即将开幕的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

议，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和省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精心谋划推进我

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开好这次会议，对于汇聚智慧力量，组

织动员全省人民积极投身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各项

事业，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同志们进一步提升认识，

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开好大会的要

求上来，精心组织、全力投入，确保圆满完成大

会各项预定任务，努力把大会开成一个节俭、务

实、高效的大会，进一步树立新会风、新文风、

新作风，更好地体现我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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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大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本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

贯彻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打

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和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强和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制度建设，认真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权，圆满完成会议的各项任务，组织和动员

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

开拓进取，锐意改革、务实创新，为加快推进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宏伟事业而努力

奋斗。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和省

“一府两院”六个报告和选举事项共七项内容。

《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工作手册》说得很清楚

了，在此不再重复了。

三、积极配合做好大会有关工作

（一）关于明天上午的各代表团全体会议

明天上午各代表团要分别召开代表团全体会

议，主要讨论完成以下七个事项：一是推选本代

表团团长、副团长；二是代表编组；三是酝酿大

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四是酝酿大会议案

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五是酝酿大会议程草案；

六是建立临时党支部；七是传达 “两会”党员

领导干部会议和召集人会议精神。

这里，我就大会议程草案和大会主席团、秘

书长等名单草案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大

会议程草案是根据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

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拟定的，已报省

委同意，并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需提请明天下午的预备会议进行表决。

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是由省十二届人大代表中以

下几个方面的人员组成的，即：省委常委，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省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省政协主席，是省人大代表的省政协副主

席，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各代表团团长，解放

军、武警部队负责人，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

这些名单草案，已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同意，明天

下午提请预备会议进行表决。

请各代表团于明天 （１５日）上午１１时前，

将大会议程草案酝酿情况报大会秘书处秘书组；

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酝酿情况以及推

选出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临时党支部书

记、副书记名单，报大会秘书处组织组。

（二）关于议案与建议、批评、意见提出和

办理工作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代表团或者十名以

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

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代表可以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

评和意见。这里，我再强调几个问题：

第一，议案的提出要符合法律规定。一是内

容符合法律规定。所提议案一定要在省人民代表

大会职权范围内。二是要符合法定人数。以代表

团名义提出的议案，由代表团团长或副团长签

署；以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应有十名以上的代

表签名，并写明领衔人。各代表团收到议案后，

要认真核对代表联名人数、议案领衔人姓名和有

无代表重复签名等，以确保议案质量。三是要一

事一案。不要把两件内容不同的事项作为一个议

案提出，请各代表团安排专人把关。

第二，要注意提交议案和建议的截止时间。

根据大会安排，本次大会代表议案的截止日期为

１月１８日下午１４时，这个截止时间还将提请主

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决定。请各代表团在主席团

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将议案交大会议案组。为保

证代表建议及时、准确地批办、交办，本次大会

代表提出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截止时间原

则上定在１月２０日上午 １２时，在这之前送来

的，作为大会期间的代表建议办理；在这之后送

来的，作为闭会期间的代表建议办理。

（三）关于简报工作

简报工作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适当控制数

量、提高质量；简报主要反映代表的重要审议意

见和建议，不刊登与会议议程无关的内容；要多

反映来自基层代表的声音，对代表们发表的不同

意见，特别是对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要认真反

映；省级领导同志在小组会和代表团全体会议上

的发言是否刊登简报，请代表团征求本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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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同意刊登的，简报稿要经本人审阅并签字或

本人委托的同志审阅并签字。各代表团要严格按

照大会简报工作要求报送简报，每期简报不能超

过２０００字，要在当天晚上２２时之前传送至大会

简报组。

（四）关于新闻报道工作

新闻报道工作要坚持民主、求实、团结、稳

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新闻

宣传的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讲究宣传艺术，增

强宣传效果，充分报道大会盛况。要大力宣传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２０１４年工作总的

要求和部署，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宣传我省人大代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为

保证大会的圆满成功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这里讲几个具体问题：一是关于大会现场直

播。今年共安排三次现场直播，电台、电视台分

别对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大会 （选举时段

除外）进行现场直播。二是关于记者招待会。

会议期间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１７日上午９时

在省人民会堂１０１会议室举行，届时请省政府有

关领导同志和政府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

以 “深化改革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题，

紧紧围绕我省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三

是宣传报道工作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

任意识，遵守宣传纪律。各新闻媒体对拿不准的

问题要请示报告，特别是对会议期间突发性事件

的报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经过大会宣

传组负责同志和有关领导的审批。四是请各代表

团按照大会宣传报道计划积极配合做好新闻宣传

报道工作。特别要突出报道几个工作报告，报告

作完以后，有关新闻媒体要及时摘要发表几个报

告并分专题摘发政府工作报告。要精简领导同志

活动的报道，把更多的版面、时段和镜头留给基

层代表，反映他们的审议情况和意见、建议。

（五）关于选举工作

本次大会要补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希望

各代表团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严格依照法

定程序和本次会议的选举办法，精心组织，做好

各个环节的工作。在酝酿提名候选人、选举等环

节中，要贯彻好民主集中制，把坚持党的领导、

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结合起来，落

实好大会临时党委和主席团的具体要求，确保实

现中央和省委提出的人事安排意图。

（六）关于信访工作

除大会秘书处信访组做好接待处理工作外，

各代表团也要做好这项工作。大会信访组设在龙

祥宾馆 （金水路１６号），并在各代表团驻地专

门安排了信访联络员，实行２４小时值班。省人

大代表凭代表证可以到大会信访组查阅群众来信

材料。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依照法规政策耐心

细致地做好工作。对突发的上访事件，要及时发

现、快速反应，妥善处理、稳定情绪、控制事

态。要坚决避免在会议期间出现成批上访或者拦

截代表现象发生。对无理取闹、聚众滋事的，一

经发现要坚决依法处置，确保大会和代表不受

干扰。

（七）关于安全警卫和值班工作

要保证大会安全工作的落实，除了警卫部门

加强工作外，还需要各代表团和每一位代表、每

一位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和全力支持。各代表团

团长是本团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

领导，做好本团与会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严格落实大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确

保不发生任何问题。要做好代表团内部的安全保

卫工作。各代表团领导同志要及时掌握本团的有

关情况，一旦发现影响安全的因素和问题，立即

报告大会秘书处，并协助有关部门及时妥善处

置。要提醒代表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妥善保管

好自己的文件和物品，单独外出时，要向本团领

导报告。要严格遵守驻地和会场的安全管理制

度。大会警卫组采取了具体防范措施，对驻地和

会堂实行封闭管理，并严格会客制度，请各代表

团引导代表和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制度，不要把

与会议无关的人员领到驻地和会场，防止出现问

题。大会期间，各代表团一定要认真安排好值班

工作，所留的值班电话要保证２４小时有人值守，

确保大会秘书处与各团联系畅通。

四、始终保持良好的会风

良好的会风是开好大会的重要保证。希望大

家在大会临时党委和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以扎

实作风树立良好会风，以务实作为展示良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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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是要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原则。要充分发扬

民主，认真履职行权，严格依法办事，保证大会

各项任务顺利完成。二是要集中精力认真审议好

各项报告和议案。各代表团要组织好代表团全体

会议和分组会议，引导代表认真审议六个报告。

要特别注意为在基层工作的代表充分发表意见创

造更多条件，使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更加符合民

意、贴近实际，更能发扬民主、集中民智，更好

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要正确使

用电子表决器。本次大会除选举仍采用划写选票

的方式外，其余各项决议草案均采用按电子表决

器的方式进行表决。各代表团要引导代表慎重对

待每一次按键表决。为确保电子表决系统顺利使

用，今天晚上２０时，在省人民会堂演示使用电

子表决系统，请各代表团选派１名代表、１名工

作人员负责人和１名工作人员参加。各代表团要

组织代表认真阅读电子表决器的使用说明，并在

本团全体会议上给代表讲清楚具体操作方法，确

保每位代表都能正确使用。要特别注意两个问

题，一是预备会对代表席次没有要求，各代表团

务必引导代表在装有表决器的席位上就座，以便

顺利通过各项草案；二是在举行大会全体会议

时，请代表务必在自己的座席上就座，使用自己

座席上的表决器进行表决，不得使用他人的表决

器，也不得代替别人按键。四是要遵守会议纪

律。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都要认真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２０条意见，严

格遵守大会各项规定，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在代

表团会议上加以强调。这次大会内容十分重要，

请各位代表一定按时出席，认真审议。出席预备

会、三次大会、三次主席团会，必须着正装。代

表没有特殊原因不得请假，如确需请假，要书面

向代表团和大会秘书处提出申请，并经大会秘书

处批准。大会期间，未经大会秘书处批准，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大会传递和印发材料；省直各

部门不得召开与大会议程无关的各种业务会、座

谈会；各代表团不要到省直有关部门联系与会议

无关的事情，也不要搞乡亲之间的座谈会，更不

要搞相互之间的宴请，以便集中精力开好会议；

各代表团不要在领导房间配备水果、鲜花，大会

不安排酒水和专门的洗漱用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节俭、务

实、高效办会的要求，会议期间将试行部分文件

无纸化工作。会议期间，所有会议简报实现无纸

化，不再印发纸质简报。请各代表团注意三个问

题：一是大会秘书处提前就安全智能终端的使用

问题对各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各组的工作人员进

行了培训，还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一名技术人

员，请各代表团认真组织好对本团代表的培训，

确保代表正确使用安全智能终端。二是试行部分

文件无纸化是本次大会的一项创新举措，请各代

表团对代表和新闻媒体进行正确引导，不能随意

炒作。三是在使用安全智能终端的过程中，如果

遇到问题或有意见建议，请及时联系本代表团工

作人员或大会驻地技术服务人员，我们将不断改

进工作，为代表提供更好的服务。

五、自觉服从省委对大会的领导

为更好地贯彻省委对开好本次大会的指导思

想和要求，省委决定成立大会临时党委，实施对

大会的领导，研究处理会议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各代表团也要按要求成立临时党支部，接受大会

临时党委的领导，负责在本代表团贯彻省委和大

会临时党委的指示和安排。各临时党支部要切实

负起责任，使每一位党员都能够在思想上、行动

上与省委和大会临时党委保持一致，把坚持党的

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结合起

来，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和省委精神，确保大会

圆满成功。

同志们，做好大会的各项工作，是大会秘书

处和各代表团共同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我们

一定要齐心协力，扎实工作，为省十二届人大三

次会议的圆满成功做出应有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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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谢伏瞻省长代表省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省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

标和重点工作。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６日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谢伏瞻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

士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３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一年，面对极为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

巨繁重的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正确

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总要求”，转

变 “立足点”，突出 “四着力”，狠抓 “三重

点”，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攻坚克

难，努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各

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初步预计，全省生产总值

达到３１５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左右；发展

质量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总收入 ３６８６８亿元、

增长１２３％，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２４１３１亿

元、增长 １８３％，新增城镇就业 １４３１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９０万人；粮食生产克服连

续干旱，总产达到１１４２７亿斤，增产１５亿斤，

实现 “十连增”；居民消费价格上涨２９％，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２３００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８４００元，分别实际增长７％和９％左右。经济

社会发展继续保持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

气势。

一年来，我们突出抓了以下工作：

（一）着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年初，我省

经济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困难局面，下行压力明

显加大，主要指标增速全面回落。面对严峻形

势，我们把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既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又主动出击、精准发力，及时解决经

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落实国家结构性减

税政策，清理整顿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完善要素保障机制，重点项目建设用地

得到较好保障，融资总规模达到５２６０亿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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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５０４亿元。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搭建产销

对接、用工对接、银企对接平台，开展大用户直

购电试点，实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百日攻坚行

动，加快１０００个重大新开工项目和１００００个在

建重大项目建设，培育信息、养老、文化、旅游

等消费热点。初步预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１２％、实现利润总额增长１３％，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２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３８％。

经济增速稳中趋升、质量稳中有进、趋势稳中向

好，各项指标趋于协调，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二）全面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着眼长

远发展和全省大局，着力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

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

我省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在

全国大局中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升。

扎实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实施高标准

粮田 “百千万”建设工程，新建高标准粮田

９５１７万亩。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

程，农产品加工业、主食产业化迅速发展，畜牧

业生产稳定增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

专业合作社新增２５万户、达到７万户。加强水

利设施建设，河口村水库建设进展顺利，水库除

险加固、重要河道和中小河流治理、大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工程加快实施。有序推进

新农村建设，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完成２１５个

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项目，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６４００公里、桥梁３万延米，改造农村危房２３３万

户，新解决６９６万农村居民及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推动“三山一滩”地区扶贫开发，新完成１１１６个

贫困村整村推进建设任务，５２万山区贫困人口

搬出深山，又有１１７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加快中原经济区基础支撑能力建设。加强交

通、信息化、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局部

优势向综合优势转变。国家同意“米”字形快速

铁路纳入规划，郑徐高铁和城际铁路建设积极推

进，中原国际陆港加快建设；内联外通高速公路建

设快速推进，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和“县县畅、

乡乡联”工程加快实施。中原城市群纳入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我省上升为全国数据中心建设布

局二类地区，郑州成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疆电入豫工程建成调试，辐射全部省辖市的多气

源网络初步形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全线

贯通。中原经济区发展基础更加坚实。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实现良好开

局。成功争取国家批复实验区发展规划，统筹推

动专项规划编制、枢纽建设、产业培育、招商引资、

政策争取等工作。建立“两级三层”管理体制，赋

予其省辖市级管理权限，实行与省直部门直通车

制度。加快郑州机场二期及配套工程建设，郑欧

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开通并实现常态化运营，郑州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全面启动，与菜鸟科

技等知名企业战略合作持续深化，新引进一批货

运航空公司，新开通一批国际货运航线，基础设施

建设、国际货运枢纽和航空物流培育、高端产业集

聚取得突破性进展。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１３１４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２５６万吨，分别增长１２６％

和６９１％。实验区已成为我省对外开放的战略

高地，窗口平台作用凸显。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构建

“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作为科学发展的重要抓

手，着力建设提升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特

色商业区等载体，全面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大力提升产业结构。出台实施加快推进产业

结构战略性调整指导意见，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

方向和重点，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和服务业发展。

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高成长性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继续提高，智

能终端、智能装备、家电、家具等终高端产品及

传统支柱产业中的高附加值产品增长加快；高世

代液晶玻璃基板、特高压直流输电控制设备等关

键技术取得突破，兆瓦级风电关键技术等科技成

果加快实现产业化；“神舟十号”、“嫦娥三号”

等国家重大专项配套生产任务圆满完成；现代物

流、信息服务、电子商务、金融保险、文化旅游

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速。出台加快推进信息化促

进 “四化”同步发展意见，促进信息化、工业

化深度融合。与三大通信集团公司开展新一轮战

略合作，呼叫中心、数据基地等重大项目加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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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郑州、洛阳 ４Ｇ网络正式开通，三网融合、

智慧城市、电子政务公共平台顶层设计试点顺利

推进。

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制定实施科学推

进新型城镇化指导意见。郑汴一体化取得新进

展，实现金融同城、电信同城。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试点顺利推进，中心城市组

团式发展步伐加快。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和中

小城市发展活力继续增强。实施城镇基础设施扩

容提升工程，一批市政设施建成投用，郑州地铁

１号线一期工程试运营，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进

一步提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加快。预计城镇化率达

到４４３％，提高１９个百分点。

加快构建自主创新体系。新建一批企业研发

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新增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１０家，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入

选国家首批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

心建设规划获批，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成

立。“小麦矮抗５８选育及应用”等３项成果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快速

增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提高。

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落实生态省建设

规划，实施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完成营造

林５６４万亩；实施城镇增容扩绿工程和农村环境

清洁工程，城市新增绿化面积３８００公顷。实施

主要污染物和能源消费总量预算管理，省辖市、

省直管县 （市）全部安装 ＰＭ２５监测设施并试运

行，预计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能够完成目标任务。

（四）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作为

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努力消除体制机制障

碍、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取消和下放８５项行政审批事

项、１１２项具有审批性质的管理事项。省直管县

（市）体制改革试点扎实推进。事业单位分类基

本完成。组建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改组成立南航

河南航空有限公司，推进部分城商行改革重组。

实施促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行动计划，

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营改增试点有序展开。

首批２４个代管县级供电企业上划改革基本完成。

文化、教育、科技、水利、集体林权、国有林场、供销

社等改革深入推进。

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成功举办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第八届中博会等重大经贸文化活

动，与央企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１８项、重大合

作项目６４个，京东商城、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

心等一批龙头型、中心性项目落户河南，渣打银

行郑州分行正式开业。双汇集团、洛阳钼业实现

海外并购，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部

分股权。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

省外资金、完成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 １１１％、

２３３％和１５９％。

（五）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把人民利

益放在第一位，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全省财政民

生支出４０４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９％，占财政

支出的７２６％，十项重点民生工程全面完成。

努力扩大就业。继续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

程，启动职教攻坚二期工程，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３８２万人次，进一步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促进

更高质量就业。开展 “三支一扶计划”、 “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产业集聚区企业与高校毕业生

岗位对接洽谈等活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加

强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工作，支持创业带动就

业。全年失业人员再就业４６８万人，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２０２万人，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增加５７４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

医疗参保人数分别增加２１４８万人、５８５万人，

覆盖面继续扩大。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

月增１７１元。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

准从每人每年２４０元提高到２８０元，新农合重大

疾病保障病种从２０个扩大到３５个。城乡低保对

象人均年补助标准分别提高１８０元、１４４元，农

村五保对象人均年供养标准提高７２０元。４８万

名孤儿享受基本生活补助。新增机构养老床位

３８万张。新建县级社会福利中心２１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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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住房开工建设４１９５万套，基本建成３２万套。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圆满完成，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３００所、

县镇普通高中１００所，免费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地区义务教育阶段２５２万名学生提供营养餐，免

费向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教科书，基本解

决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２％，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 ９０２％，均比上年提高；支持职

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建设；省部战略

合作取得新成效，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顺利

实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３０１％，提高

２８８个百分点。全面落实人才发展规划，统筹

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总量不断扩大，人才素质持

续提升，新培养高技能人才２２３万人。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

屋、农村电影放映、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文化惠

民工程深入实施；话剧 《红旗渠》获第十届中

国艺术节 “文华大奖”；开封宋都古城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和省级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扎

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民健

身运动广泛开展；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我省在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得金牌１４５枚，进入

全国先进行列。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城

乡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省新增医

院、卫生院床位１５万张，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１２类４５项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４０个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稳步推进；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获批建设、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中美

（河南）荷美尔肿瘤研究院正式挂牌；重大传染

病得到有效控制，艾滋病 “四免一关怀”政策

全面落实。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控

制在５５‰左右。老龄、妇女儿童、残疾人、慈

善、红十字等事业全面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

制，探索建立基层服务管理模式，对流动人口、

特殊人群、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服务

和管理持续改进。创新群众工作机制，依法按政

策解决问题，信访形势总体平稳。深入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蔬菜等主要农产品检测平均

合格率 ９８％以上，肉类产品检测平均合格率

９７％以上。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６７％、１４７％，交通事故起数下降 ４２％，人

民群众安全感进一步上升。

一年来，我们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

监督和社会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

提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

治理成效明显。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扎实推进

“两转两提”，行政效能和公务员素质不断提高；

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政府立法，推行服务型行政

执法，深化政务公开，法治政府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加强廉政建设，强化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加强国防教育、国防

后备力量及人民防空建设，军民融合式发展取得

新进展，驻豫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

员为地方发展作出新贡献，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

局面巩固发展。外事、侨务、港澳、对台、民

族、宗教、统计、参事、史志、文史、地质、气

象、测绘、地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工作取得

新成绩。对口支援新疆哈密和农十三师工作进展

顺利。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

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２０条意

见，全省上下干事创业、务实发展的氛围更加

浓厚。

各位代表！

在外部环境偏紧、我省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更

加凸显的情况下，取得这些成绩确实不易。虽然

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目标，但仍属高速增长，处于

合理区间，与全国经济发展趋势一致，且呈逐季

回升态势，结构、质量、效益、就业等指标显著

好于预期。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正确领导

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大力支持的结果，是

全省人民团结拼搏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人民

政府，向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人、农民、知识

分子、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

安民警以及各界人士致以崇高敬意！向关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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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

区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诚

挚感谢！

我们清醒地看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

很多困难和挑战，政府工作与自身建设还存在一

些差距和不足。一是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

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依赖资源开发和初加工

的地方及企业仍很困难，部分省管企业和在豫央

企活力不足。二是长期制约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比较突出。粗放型发展方式没

有根本扭转，科技创新能力弱、高新技术产业规

模小，第三产业比重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农业持续增产、农民稳定增收难度增大；城镇化

滞后于工业化、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没有

改变；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对外开放水平不高。

三是民生投入欠账较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公

共服务水平较低；生态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

制，雾霾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教育、医疗、安

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征

地拆迁、涉法信访等方面存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四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作风不实、服

务不优、效能不高、为政不廉等问题仍不同程度

存在，一些公务员能力素质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

务要求。对此，我们一定高度重视、认真解决。

二、２０１４年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从今年的发展环境看，虽然世界经济持续复

苏的基础和动力不稳固，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

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地区间竞争日趋激

烈，但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好于上年，我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面深化改革将释放

新的动力和活力；我省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

快速发展，基础支撑条件更加完备，要素保障能

力不断增强，综合竞争优势日益彰显，有利于承

接产业转移，加上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兴业态

不断涌现，为我省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以改

革开放的主动、转变发展方式的主动、调整经济

结构的主动，赢得发展上的主动、竞争中的

主动。

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与省委

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

总目标，把改革创新、扩大开放贯穿于经济社会

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按照打造富强河南、文

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和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制度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制度建设总

布局，聚焦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

深入推进 “一个载体、三个体系”建设，着力

扩大需求稳增长，着力优化结构促转型，着力改

革创新增后劲，着力创造优势强支撑，着力改善

民生促和谐，调中求进、变中取胜、转中促好、

改中激活，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在优

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的基础上，生产总值增长

９％以上；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１０５％；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１％，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１４％左右，外贸出口总额增长１０％

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

入实际增长９％左右；城镇新增就业１００万人以

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６５‰以内；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３５％左右；节能减排完成国家下达

任务。

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９％以上，体现

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根据我省发展需要

和可能确定的，就是要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和

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上来，以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

发展。

各位代表！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新的号角已经吹响。我

们要扭住发展不放松、面对困难不退缩、团结奋

斗不懈怠，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目标！

三、２０１４年重点工作

今年，着重做好十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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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建设，加快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把实验

区建设摆在全省工作的突出位置，努力实现新突

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机场二期及配

套工程，大力推进 “米”字形快速铁路建设，

加快郑徐高铁建设，力争郑万高铁开工，全面启

动郑州经周口至合肥高铁前期工作，推进郑济、

郑太高铁等项目列入国家相关规划，抓好机场至

西华、商丘至登封高速公路建设和机场高速改扩

建工程，构建陆空高效衔接的多式联运新优势。

以高品位城市综合服务区和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为重点，推进航空都市建设。大力发展航空

物流。积极引进基地航空公司，开辟货运航线，

加快物流项目和重点物流园区建设，吸引国内外

知名物流企业集聚。发挥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

的带动作用，推动河南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发

展。推进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规模化

运营，初步形成国际网购物品集散分拨中心。加

快高端产业集聚发展。发展航空航材、电子信

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促进重大

集群式招商项目落地，开工建设一批战略合作项

目，壮大智能手机等产业规模，打造全球智能终

端研发制造基地。

（二）着力做强工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

大省。我省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基础条件不同，

各类产业都有发展空间。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发

挥比较优势，既加快对外开放、承接产业转移，

又着力改造提升已有产业，建设以高加工度产业

和高技术产业为主体、技术装备水平先进、集群

化特征明显、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先进制造

业大省，形成竞争力强、带动力强、吸纳就业能

力强的工业体系。大力发展高成长性制造业。围

绕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现

代家居、食品、服饰服装等高成长性制造业，重

点抓好１０００个基地型、龙头型项目建设，进一

步做大总量、提升效益，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

带动作用。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培育

壮大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加

大政策支持，实施 ４６０个产业创新发展重大项

目，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尽快形成战略支撑。改

造提升传统支柱产业。综合运用延伸链条、技术

改造、兼并重组、淘汰落后等手段，抓好６００个

重点技改项目建设，化解一批过剩产能，对冶

金、建材、化工、轻纺、能源等传统支柱产业进

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提升。

（三）着力做大服务业，加快建设高成长服

务业大省。新一代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多种新业态，拓展了

大批新领域，为我们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新机

遇。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服务业发展提

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构建充分融入经济各

领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效服务生产生活的现

代服务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成长性服务业。

围绕提升现代物流、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文化

旅游等高成长性服务业，支持建设一批配送中

心、软件园区、电商产业园、金融集聚区、精品

旅游景区，促进这些产业扩量提质，逐步成为带

动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积极培育新兴服务

业。大力支持科技研发、工业设计、教育培训、

商务服务、健康服务、养老及家庭服务等新兴服

务业发展，加快专业化第三方研发机构、高端商

务服务业集群、区域性会展中心、健康服务产业

基地、大型连锁养老机构、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

心建设，逐步将这些产业培育成服务业发展生力

军。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

新型商业模式，支持电商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大

型商贸企业建设网上商城和中小微企业开设网

店。大力发展城市综合体、文化旅游地产、养老

地产等新兴业态，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求。

（四）坚持做优农业，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

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我们的政治责任。按照

稳粮、提效、转型的思路，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集中力量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深入推

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继续

实施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建设工程。完善推

进机制，加快高标准粮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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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和复垦开发，

力争新建高标准粮田９００万亩，确保粮食总产稳

定在１１００亿斤以上，努力提高粮食质量。继续

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抓好现代肉

牛、肉羊产业基地建设，扩大现代乳品产业化集

群发展规模，促进猪禽养殖场集约化标准化改

造，加快花卉、苗木、林果等特色高效农产品生

产基地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复合型现代

畜牧业和高标准蔬菜、食用菌、优质粮油产业化

集群，争取全年新建２０个以上示范性农业产业

化集群。启动实施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在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以特色种植业、设施园艺业、

生态休闲业、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业为主体，发展

新型都市农业业态，规划建设一批兼具城市

“菜篮子”、生态绿化、休闲观光等功能的现代

农业园区。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创

新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承担实施财

政支农建设项目，有序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

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培养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实施农业生产

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

管式等服务模式。完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和农业

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强优良品种繁育和推广，

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加快气象现代化建

设，搞好气象服务。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开展政

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设立中原农业保险公司，提

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完善补贴制度，提高补

贴精准性、指向性。强化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

程监管，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序推进新农村

建设。以县为单元，按照产业、新农村、土地、

公共服务和生态规划 “五规合一”要求，编制

修订完善新农村规划。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村庄环境与风貌整治，实施农村公路 “乡

村通畅”工程，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６６００公里、

桥梁４万延米，改造农村危房１２万户，新增大

中型沼气工程１００座，解决６００万农村居民及师

生饮水安全问题。

（五）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断提高城乡

统筹发展水平。全面落实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指

导意见，按照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

传承文化、产城互动、科学有序的原则，积极稳

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坚持产业为基、就业

为本，强化住房、教育牵动，着力促进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重点解决一批已进城

就业定居的农民工落户、一批城中村居民成建制

转户，有序转移一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切实保障

进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和农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消除农民进城后顾

之忧。优化城市体系、形态和布局。科学编制新

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完善中原城市群联动发展机

制。加快建设中原城市群多层次快速交通运输网

络，建成郑州至开封、郑州至焦作城际铁路。加

快大郑州都市区建设和郑汴一体化进程，以产业

链接、服务共享、生态共建为重点，促进郑州与

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漯河融合发展；加快

洛阳全省副中心城市建设；增强平顶山、安阳、

濮阳、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

店等地区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积极推进鹤

壁、济源等城乡一体化试点；加快中心城市组团

式发展，增强县级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

有重点地发展中心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建设全省城乡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推

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科学发展。增强城镇综合承

载能力。继续实施城镇基础设施扩能增效工程，

新建改造城市道路２２００公里、雨水管道１６００公

里以上，新增供热面积６００万平方米、日供水能

力６０万吨、垃圾日处理能力３０００吨，加快治理

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以棚户

区、城中村、旧商业街区为重点，加快老城区改

造。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努力打造节约型城

市、生态宜居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创新

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城镇化发

展资金筹措机制，充分运用债券市场，用好用活

城投集合债券，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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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深化土地管理创新，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严

格依法规划、建设、管理城镇。选择１０个左右

市、县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

（六）完善基础支撑条件，加快培育发展新

优势。强化基础支撑不仅有利于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也是提升综合竞争优势、推动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要突出重点、增加投资、弥补短板、

释放潜力。强化载体体系支撑。坚持 “四集一

转”，完善产业配套，壮大产业集群，促进产业

集聚区提质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

发区要用好平台、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提升水

平。加快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建设，新开工

１００个、建成投用１００个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引

导同一地域内的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发展载体融

合发展，推进不同层级的载体互动发展、相邻地

区的载体联动发展、新老载体耦合发展。强化信

息化支撑。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宽

带中原”工程，抓好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建设，提升互联网安全支撑能力。推动４Ｇ

技术规模商用，引进知名企业在豫布局数据基

地。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有线电视

数字化双向化、三网融合等为重点，培育发展新

兴信息服务业态。实施两化深度融合示范工程，

抓好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大力发展电子政

务，推动民生和社会领域信息化应用。强化基础

设施支撑。以提升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目

标，加快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快速铁路

网、高等级公路网 “三港两网”建设。以提高

水资源保障、防洪除涝抗旱减灾能力和改善城乡

生态为重点，加强中小河流和重要支流及低洼易

涝区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大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滞洪区建设、山洪地质灾

害防治等水利工程建设，完成河口村水库主体工

程，争取出山店水库开工建设，建成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河南段总干渠和配套工程，确保汛后一渠

清水北送。加强能源基地建设，促进电源电网协

调发展，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强化创新驱

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引领支撑

能力。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发展科技型

中小企业，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２００家以上、总

数突破 １１００家。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

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开展省科技馆新馆

建设前期调研论证。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

服务平台，新建一批省级以上研发创新平台，建

设培育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新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实施一批

重大科技专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

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投融资、科技

创新评价激励机制，支持创业投资基金发展，促

进产学研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科技与经济结

合。搞好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加强知识产权

运用和保护。

（七）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增强发展

动力活力。按照中央部署，结合我省实际，以经

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努力推动重要领域、关键环

节改革取得新进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省

管企业股权多元和整体上市，大力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和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支持非国有资本参

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完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

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合理

增加企业高管市场化选聘比例。深化企业内部三

项制度改革，合理确定和严格规范管理人员薪

酬、职务待遇和消费标准。支持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

益共同体。深化投融资平台改革，探索国有资本

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开展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探索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

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大力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

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

受到法律保护。继续实施促进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行动计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

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交通、

能源、市政设施、社会事业、养老及社区服务等

领域。继续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再取消和免

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积极推进工商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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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扎实推进财税

体制改革。深化政府和部门预决算公开，建立跨

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清

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统筹整合专项资金，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

策，全面落实营改增、资源税从价计征等改革政

策。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

强政府债务管理，提升投融资公司投融资能力、

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加大向社会购买

公共服务力度。促进金融改革发展。充分利用多

层次资本市场、多种金融产品，继续推进企业上

市融资和挂牌转让股份，加快建设区域性股权交

易市场，做好永续债券、债贷组合和中小企业私

募债业务试点，大力发展信托、委托贷款和承销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租赁等业务，支持在重

点领域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

加快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力争新组建的省级

银行开业运营、中原证券赴港上市，全面推进县

级农信社组建为农商行，规范发展村镇银行，开

展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支持具备条件的民间

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优化

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坚决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动土地管

理制度改革。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争

取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符合规划和用途

管制前提下，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

市场流转试点。深化“人地挂钩”试点工作。探

索实行租让结合、分阶段出让的工业用地供应制

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适当控制郑州中心城区

人口规模，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

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提高户籍人口城

镇化水平。推行居住证制度，建立以居住证为依

据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推进资源性产品价

格改革。全面实施居民生活阶梯水价，加大差别

电价、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

能源比价关系。推进大用户直购电试点、煤电价

格联动机制改革，基本完成剩余８３个代管县级供

电企业上划工作。同时，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抓好省直管试点县（市）全面直管，加强新乡统筹

城乡发展试验区、信阳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建设，推进其他经济改革及社会和生态等领域

改革。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省策，以开放促改革、促

转型、促发展。拓宽开放领域。加快服务业、农

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开放，力争在银

行保险、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文化

旅游、科技、医疗、教育等领域引进一批战略合

作项目。提升招商质量。坚持重落地、重投产、

重实效、重带动，大力引进竞争力强、成长性好

和关联度高的项目，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人

才、理念、机制、管理。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央

企、知名民营企业在豫设立地区总部和区域性研

发、物流、销售、结算、后台服务中心。创新招

商方式。强化产业链招商、集群招商、以商招

商、中介招商、专业团队招商，注重发挥企业在

招商中的主体作用和商会协会的桥梁作用。提高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河南投洽会等大型活动知名

度，打造开放招商品牌。优化开放环境。建立大

通关机制，推进电子口岸建设，实现对全省进出

口企业、生产制造园区、物流基地的通关流程全

覆盖。开工建设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续建项目，

推动有条件的省辖市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海

关、检验检疫机构。加快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建

设，做好郑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药品、汽车指定

口岸申报工作。完善招商引资信息公共服务体

系、外来客商投诉综合服务平台。拓展外需市

场。优化出口结构，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

品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扩大先进技术设

备、关键零部件、能源原材料进口。支持有条件

的企业走出去。

（八）打造文化强省，建设文明河南。发挥

文化资源优势，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激发文化创造

活力，持续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倡导文明新风。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深

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做文明人、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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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事”主题实践活动。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完善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

深入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继续实施中原人文精

神精品工程，创作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

精品。积极推进省图书馆新馆、河南博物院二期、

河南电台电视台制播基地、省直文艺院团新建剧

场等重大公共文化项目。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资源

整合、共享和免费开放，提高利用效率。促进哲学

社会科学、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档案事业发展，繁

荣文学艺术创作。做好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和世界

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净化网络空间，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持

续开展“扫黄打非”，抵制低俗现象。构建全民健

身设施网络，提高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办好省第十

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做大做强文化

产业。实施文化产业“双十”工程，加快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壮大出版传

媒、演艺娱乐等传统优势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创

意、动漫游戏、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推动

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推进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大“老家河南”旅游品牌宣传

推介力度，办好重大特色文化旅游活动。创新文

化体制机制。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政府部门

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

化单位转企改制，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

任务，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

扩大文化对外交流，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

（九）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建设美丽河

南。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全面实施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加快打造天蓝、

地绿、水净的美丽河南。以实施 “三大工程”

为重点改善环境质量。实施蓝天工程，落实国家

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积极推进重点行业脱硫

脱硝除尘改造、城市燃煤锅炉改造、机动车尾气

治理、城市施工和道路扬尘防治、秸秆焚烧整

治，加大以郑州及周边地区为重点的灰霾天气治

理力度。实施碧水工程，突出抓好新一轮城镇污

水处理厂和产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

建成污水处理厂８２座；强化企业污染排放监管，

开展城市河流清洁行动，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地污染防治和总干渠两侧水源保护，进一步

改善水环境质量。实施乡村清洁工程，推进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治

理部分地区重金属污染。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以节能降耗为重点加快转

变能源资源利用方式。继续实施能源消费总量预

算管理，探索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推进节能

降耗行动计划，开展重点行业能效对标达标活

动。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清洁能

源，深入实施 “气化河南”工程，启动生物质

能源示范省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加快产业园区

循环化改造项目建设，积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提高循环利用水平。以加强生态系统建设为重点

提升生态自然修复能力。继续实施林业生态省建

设提升工程，加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推进

重点地区防护林、山区营造林工程和生态廊道网

络建设，完成营造林６４０万亩。加强矿区、生态

脆弱区的生态保护与恢复治理。创建３个省级生

态县、６０个省级生态乡镇、３００个省级生态村。

以完善制度为重点建设生态文明长效机制。深化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预算管理，完善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制度，建立项目环评审批与当地环境容量

挂钩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主要污染物

排污费标准，抓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

度。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引导公众积

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十）强化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创新，建设

平安河南。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实施好

十项重点民生工程，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

强社会发展活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促进城

乡居民增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机关

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推行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农民经营性

收入和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增加城乡

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提高消费能力。推动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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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就业。完善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体系，发挥创

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加大就业困难群体帮扶

力度，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

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工作，

始终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归零。深入实施全民技

能振兴工程、职教攻坚二期工程、技能人才回归

工程，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３００万人次。积极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强化

社会保障工作。坚持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

可持续，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衔接办法，探索城镇职工

医保与居民医保、新农合的衔接。加快实施社会

保障 “一卡通”。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提高到３２０元。做好郑州、洛阳等市

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健全社会救助制度，落实好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联动挂钩机制，

兜住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底线。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事

业。加快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大力发展慈

善、残疾人、妇女儿童、红十字等事业。关爱留

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抓好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加强保障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住房

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城镇外来务工人员

的住房困难。加快各类棚户区改造，改善棚户区

群众居住条件。健全保障房建设、分配、管理、

运营机制，做到选址方便群众、设施配套完善，

确保质量安全可靠、分配公平公正、管理规范有

序、运营能够持续。全年新开工保障性住房６４

万套，基本建成２７万套。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加快中小学校布局优化调整和建设步伐，启动二

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努力化解城镇 “入

园难”、 “大班额”等问题。加快教育信息化，

促进城镇优质教育资源与农村学校共享。推进城

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探索吸引高校毕业生到村

小学、教学点任教的新机制。推动高等院校转型

发展，深入实施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和基础能

力建设工程。加快１００所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

和２００所特色院校建设。逐步提高高职高专、中

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和特殊教育学校经

费保障水平。做好困难家庭学生资助工作。落实

好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教育事业。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业务素

质和师德水平。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升办

学水平。创新人才政策，优化干事创业环境，培

育用好本地人才，积极引进国外、省外人才。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抓好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巩固完善基本药物

制度。合理布局医疗资源，加强基层医疗基础设

施建设，搞好区域医疗联合体试点、社区医生与

居民契约服务试点，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

动。继续实施社会办医行动计划，允许民办医疗

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和医师多点执业。抓好重

大传染病防控救治工作。对重性精神病患者给予

救助。在癌症高发地区推行重点癌症预防和早期

诊治。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调整完善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

度。大力实施 “三山一滩”群众脱贫工程，加

快实施大别山、伏牛山、太行深山区扶贫攻坚与

小康建设规划，编制黄河滩区居民扶贫搬迁规

划，争取黄河滩区移民搬迁得到国家重点支持。

对５万深石山区贫困人口和具备条件的黄河滩区

群众实施扶贫搬迁，对１０００个贫困村实施整村

推进扶贫开发，全省再实现１２０万农村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好社会矛盾

排查化解工作，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

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畅通信访渠道，健全及时

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依法按政策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加强社区建设，健全基

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和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积极

稳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发展。完善和创新流

动人口、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机制。做好第八届村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法

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

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深化

重点行业和领域整治，坚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政

策、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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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综合整治，以更坚决、更有力、更有效的措

施，铁腕打击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生产行为，消

除安全生产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加强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建立

健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体系和监管体系，形成覆

盖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和机制，强化安

全监管责任和责任追究，用严格的标准、严密的

监管、严厉的惩处、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继续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和国防后备力量

建设，支持驻豫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部

队、民兵和人民防空建设，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机

制，进一步增强国防动员能力；建立健全军民融

合发展机制，大力发展军民结合产业，促进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完善新时期支持国防和军队建

设、社会化拥军优属的政策措施，深入开展双拥

共建。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人民

团体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切实做好外事、侨务、

港澳、对台工作。继续做好民族、宗教、统计、

参事、史志、文史、测绘、地震等工作。搞好第

三次经济普查。继续做好对口援疆工作。

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政府自身建设

以转变职能为核心，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升公务员能力素质为着力

点，开展 “服务质量提升年”活动，深入推进

“两转两提”，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继

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和具有审批性质的管理事

项，对保留的审批事项实行目录管理、简化手

续、优化流程、逐步公开。落实统一的市场准入

制度，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强化政府公共服

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动政

府职能加快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

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适应职能转变要

求，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推进食品药品

监管、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

电视等部门职责和机构整合，调整工商、质监管理

体制，实行省以下分级管理，全面完成政府机构改

革任务。严控机构编制，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

不增。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

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推进政府工作法治化。

坚决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自觉接受法

律和工作监督，支持政协参政议政，主动接受政

协民主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

案，广泛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

人民团体意见。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虚心

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

策，完善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和风险评估机制。

坚持开门立法，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和水平。深入

推行服务型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责任和过错

追究。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

试点。深化政务公开，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

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巩固第一批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扎实开展第二批活

动，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

２０条意见，持续解决 “四风”突出问题，健全

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

力。深化学习型机关建设，强化教育培训，增强

公务员队伍的公仆意识、责任意识和能力素质。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以政务诚信带动商务诚信和

社会诚信。大力倡导务实重干，全面落实市县、

省直部门、产业集聚区三个目标考核评价办法，

加强绩效管理，提高政府效能。坚持忠于职守、

勤政为民，提高效率、改善服务，尽心竭力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加强廉政建设，完善惩防体

系，强化纠风和专项治理，坚决查处权力寻租、

权钱交易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以反腐倡廉实

效保障发展、取信于民。坚持从严从俭，健全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体系，严格控制一般性支

出，确保 “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禁止新建楼

堂馆所，在政府过紧日子中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各位代表！

改革发展的美好前景鼓舞着我们，人民群众

过上更好生活的热切期盼鞭策着我们。让我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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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凝聚起中原儿

女的智慧力量，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万众一

心、砥砺奋进，努力谱写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

强省的新篇章！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计划的决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同意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１４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批准河南省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６日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孙廷喜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４年计划 （草

案）提请河南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

请各位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２０１３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在省

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省政协

的监督、支持、帮助下，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

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主题主线，统筹稳增长、

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攻坚克难、开拓创

新，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保持好的趋

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

重大战略规划深入实施。《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家批复，与粮食

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共同构成了三大国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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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规划。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实现良

好开局，规划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基本建立，明

确了实验区管委会与省直部门的２６６项直通事

项，郑州机场二期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

开，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全面启动，

与联合包裹、菜鸟科技和京东商城等企业的战略

合作持续深化，郑州机场货物吞吐量增幅居全国

大型机场首位，富士康智能手机产量接近１亿

部，又有１３家智能手机生产商签约落户，成功

开通郑欧国际货运班列，打通了到欧洲的国际物

流大通道。中原经济区建设全面推进，成功举办

中原经济区首届市长联席会议，共同推动中原城

市群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国家同意 “米”

字形快速铁路纳入国家相关规划，郑州成为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我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

地位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取得新成

效，新建高标准粮田９５１７万亩，粮食生产克服

自然灾害影响实现 “十连增”，总产量达到

１１４２７４亿斤，增产１５亿斤。

国民经济克服严峻形势保持平稳增长。把稳

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有效促进了经济运行稳中回升、稳中向好、稳中

提质。初步预计，全省生产总值增长９％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２％，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２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１３８％，进出口和出口分别增长 １５９％ 和

２１３％。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增长１８３％，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１３％，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２９％。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深入研究产业结构

调整重点方向，明确抓手，完善政策，强化企业

主体地位，引导激励其自主调整、加快调整。高

成长性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手机、

智能装备、家电、家具等终高端产品规模快速扩

大。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消费等服务业加

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９％左右。产业集聚

区建设深入推进，超１００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达

到１００个以上。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建设全

面展开，建成投用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１４５个。

大力实施自主创新和重大科技专项，特高压直流

电控制设备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新增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１０家，总数居全国第３位、中

西部地区首位。

新型城镇化科学推进。出台科学推进新型城

镇化的指导意见。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住

房和教育牵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步伐加快。

预计城镇化率达到 ４４３％，比上年提高 １９个

百分点。统筹推动户籍、土地、社保等配套制度

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中原城市

群建设深入推进，成为国家重点培育的中西部城

市群之一；郑汴金融、电信同城顺利实现，省辖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和中心城市组团式发展

明显加快。城镇基础设施扩容提质工程顺利实

施，郑州地铁１号线一期试运营。

改革创新全面深化。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省

级取消和下放８５项行政审批事项、１１２项具有

审批性质的管理事项。完善科学发展的考核评价

激励机制，制定了市县、省直部门、产业集聚区

目标考核评价办法。事业单位分类基本完成，省

直管试点县实现全面直管， “营改增”、大用户

直购电试点等有序实施，首批２４个代管县级供

电企业上划改革基本完成。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初步建立，４０个县 （市）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全面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

革稳步推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成功组建。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新登记

市场主体注册资本增长３９４％。完善要素保障

机制，成功争取国家批准开展债贷统筹企业债、

城投集合债、永续债发行创新试点，保险资金投

入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零突破，全省融资总规模达

到５２６０亿元；实施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开展

人地挂钩政策试点，用地需求得到较好保障；深

入推进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完成技能培训３８２万

人次。

对外开放持续提升。成功举办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第八届中博会等重大招商活动，专业化集

群式招商取得明显成效，与央企新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１８项、重大项目６４个，一批国内外知名

企业落户河南，双汇、美景等企业海外并购取得

新突破。预计全年实际利用外资１３４６亿美元，

增长１１１％，总量稳居中西部地区首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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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省外资金６１９７５亿元，增长２３３％。对外

开放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河南电子口岸建设

顺利启动，郑州航空口岸相继开展了台胞落地

签、国际快件中心、保税航油等业务，进口肉类

指定口岸获批筹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成为

“自产内销货物返区维修业务”全国十个试点

之一。

基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加快推进以高速公

路网、快速铁路网、坚强智能电网、信息网、水

网和生态系统为重点的基础支撑体系建设，全省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１２万亿元，超过年初目标

１０００亿元以上。一批事关全局的项目取得突破，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全线贯通，疆电入豫工程建

成调试，郑徐高铁河南段、郑焦和郑开城际铁路

等项目积极推进，洛阳石化１８００万吨炼油扩能

改造、郑万铁路、西气东输三线河南段、出山店

水库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全年在

建高速公路里程达到１３００公里以上，新增煤炭

产能１９０万吨，电力总装机突破 ６０００万千瓦。

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新改建农村公路

６４００公里，新增农村沼气用户５万户以上，６９６

万农村居民及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

决，改造危房２３３万户。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实施林业生

态省提升工程，完成营造林５６４万亩。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加快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所有省辖市、省直管县全部安装ＰＭ２５监测设施

并运行。加强重点领域节能降耗，实现社会节能

量１００万吨标准煤。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成效明

显，鹤壁、博爱被列入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县），洛阳、焦作成为国家首批资源综合利用

“双百工程”示范基地，济源成为国家低碳试点

城市。预计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圆

满完成全年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可完成国

家下达的控制目标。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持续加大民生投入，

“十项重点民生工程”全面完成。预计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

７％和９％左右。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全年城镇

新增就业１４３１万人，超额完成目标。社会保障

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参加人数持续增加，

企业离退休职工养老金、城乡低保标准、农村五

保户供养标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

继续提高，农民重大疾病保障病种扩大到３５个。

新开工保障性住房４１９５万套，基本建成３２万

套。支持新建、改扩建 ２６００所幼儿园，完成

３００所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扩容改造和１００个

县镇普通高中改造，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顺利实

施。实施了一批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

室改扩建和市级儿童医院、全科医生培养基地项

目，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建设有序推进，中美

（河南）荷美尔肿瘤研究院正式挂牌，新增医

院、卫生院床位数１５万张；免费向城乡居民提

供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广播电视村村

通、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深

入实施。积极推进 “三山一滩”扶贫开发，全

省１１７万农村人口实现稳定脱贫。人口自然增长

率控制在 ５５‰左右。科技、体育、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残疾人等社会事业持续发展。国民经

济动员工作稳步推进，动员中心建设步伐加快。

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好转，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虽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保持在合理区间且呈逐季回升态势，结构、质

量、效益、就业等指标显著好于预期，但在国内

经济增速放缓、市场总需求不足等外部环境偏紧

的影响下，经济增速未能达到预期增长目标，这

表明我省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

出，爬坡过坎、转型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同

时，受全国性行业产能过剩影响，部分行业和企

业生产经营依然较为困难；农业持续增产、农民

稳定增收难度增大；城镇化水平低，服务业比重

小；对外开放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弱；公共服

务欠账多，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亟待加

强，收入分配、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

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些都需要在今后工作中

认真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重点任务

２０１４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完成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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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改革创新、扩大开放贯穿

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坚持打造富

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和推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制度建设总布局，聚焦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

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

战略规划，深入推进 “一个载体、三个体系”

建设，着力扩大需求稳增长，着力优化结构促转

型，着力改革创新增后劲，着力创造优势强支

撑，着力改善民生促和谐，调中求进、变中取

胜、转中促好、改中激活，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

稳定。

２０１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的基础上，生产总值

增长 ９％以上；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１０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２１％，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４％左右，外贸出口总额

增长１０％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９％左右；城镇新增

就业 １００万人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６５‰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３５％左

右；节能减排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现就主要目标

作一简要说明：

———生产总值增长９％以上。主要基于三个

方面考虑：一是体现导向。中央强调 “不以生

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预期目标比往年稍低一

些，符合中央推动科学发展的导向，有利于引导

各方面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提

质增效升级上。二是稳定预期。我省作为发展中

人口大省，推进结构调整、保障民生、稳定就业

都需要合理的速度。预期目标定９％以上，仍属

于较高增速，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调动各方面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三是考虑实际。世界经济复

苏态势要好于上年，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将释放新

的动力活力，我省支撑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基础条

件更加完备，综合考虑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

求增长及要素保障等因素，９％以上的预期增长

目标，与现阶段我省潜在经济增长率基本相符，

经过努力是能够完成的。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

收入分别实际增长９％左右。一方面，部分行业

企业经营困难有可能对今年城镇职工和外出务工

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两

个收入指标预期增长９％左右，体现了经济发展

与居民收入基本同步的要求，更有利于引导各地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３５％左右。初步估

算，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影响为０８个百分

点，今年新涨价因素影响２个百分点以上，全年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预计将超过３％。同时，农业

生产连年增产，工业品总体上供大于求，保持物

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有诸多有利条件。

围绕实现上述目标，重点抓好十个方面

工作。

（一）全面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建设。围绕 “打造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

大产业、形成大都市”，以完善基础设施和招商

项目落地为重点，推动实验区建设全面提速。大

力发展航空物流。争取新开一批货运航线，加快

重点物流园区、物流企业转运中心建设，力争郑

州机场货运量进入全国十强；推动郑欧国际货运

班列运营规模化、线路多元化，力争全年开行班

次１００班以上；推动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

试点规模化运营，争取入区知名电商、网商与物

流商达到１００家以上；争取国家在航线航权、便

利通关等方面出台一批专项政策。促进高端产业

集聚发展。开工建设菜鸟科技中国智能骨干网核

心节点和国际货运枢纽项目，引进大型物流集成

商，推动全国网购商品和进出口商品在郑州集

聚。加强航空设备制造维修、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等集群式招商，开工建设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力争智能手机产量突破１５亿部。加快航空都市

建设。以南北两大功能片区起步区建设为重点，

构建绿色宜居生活环境和集约有序城市空间。同

时，推动各地按照 “利用关口、借助交通、产

业链接”的要求与实验区加强对接，实现联动

发展。

（二）推进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一手抓承

接产业转移，培育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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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产业规模，一手抓新业态、新趋势，培育支

撑跨越发展的新增长点。加快发展高成长性制造

业。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现

代家居、食品、服装服饰等行业为重点，加快基

地型、龙头型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做大总量、

提升效益。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壮大

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产业规

模，加快实施重大项目，培育一批具有核心技术

的龙头企业和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集群。改造提

升传统支柱产业。综合运用承接转移、延伸链

条、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等手段，加快冶金、建

材、化工、轻纺、能源等传统支柱产业改造提

升，提前一年完成国家确定的 “十二五”淘汰落

后产能目标任务。加快洛阳、新乡等老工业基地

改造和焦作、濮阳等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发展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

快实施重大科技和自主创新专项。支持高水平科

研院所创新成果在我省转化应用。推动产业集聚

发展。以壮大集群、扩大优势为重点，推动产业

集聚区提质增效。建立产业集群联动发展机制，

培育千亿元主导产业集群。

（三）推进高成长服务业大省建设。坚持把

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

加快发展物流、信息、金融、文化、旅游等高成

长性服务业，积极培育健康服务、教育培训、商

务服务、养老及家庭服务、科技服务等新兴服务

业，改造提升房地产、商贸流通等传统支柱服务

业，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水平提升、比重提

高。加快 “两区”建设。突出培育特色产业，

加快建设一批城市综合体，推进楼宇经济发展，

实施特色商业街示范创建工程，培育一批税收超

千万元商务楼宇，增强区域服务功能，使 “两

区”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高地。实施改革推动。

出台加快高成长服务业大省建设的政策措施，创

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大力培育信息消费、

养老和健康服务等新的增长点。坚持开放倒逼。

全面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

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商贸物流等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

（四）推进现代农业大省建设。巩固提升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扎实推进高标准粮田建设，确

保粮食产量稳定在１１００亿斤以上。加快推进全

程机械化。组织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关，形成从

种到收套餐式技术组合。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化集

群培育。培育发展粮食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抓好

现代肉牛、肉羊产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生猪、

奶牛规模化养殖，扩大现代乳品产业化集群发展

规模，推进花卉、苗木、中药材、林果等特色高

效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积极发展都市生态农

业。在省辖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规划建设一批

具有城市 “菜篮子”、生态绿化、休闲观光等综

合功能的农业园区，创新发展新型都市农业业

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扶持家庭农

场、农业合作社、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积极培养新型农民。加强农业科技

等服务体系建设。

（五）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

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产城互

动、科学有序的原则，积极稳妥扎实推动新型城

镇化。提升中原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争取国家尽

快编制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以郑州为中

心，以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米”字形快速铁路

网、高等级公路网为重点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建

设，推进城际交通一体、产业链接、生态共建、

服务共享。加快大郑州都市区建设和郑汴一体化

进程，推进洛阳全省副中心城市建设，提升地区

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着力增强县级城市集

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研究制定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施方

案，继续坚持 “一基本两牵动”，重点解决一批

已进城就业定居的农民工落户，将城中村、产业

集聚区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成建制转为城镇人口，

有序转移一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提升城市建设品

质。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

力，传承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开展城乡环境整

治，推进老城区改造和城市功能布局优化，打造

节约、生态宜居、智慧、人文城市。加快城乡一

体化发展。推动省辖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科学发

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推动其他地

区开展城乡一体化试点试验。按照产业、新农

村、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规划 “五规合

一”的原则，以县为单元编制、修订、完善新

—５３—



农村规划。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

（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任务导向、问题

导向、民生导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努力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进展。深化行政体

制改革。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序推

进政府机构改革，基本完成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

位改革。落实加快省直管试点县发展的支持政

策。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进工商注册制度

便利化。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实施市

县、省直部门和产业集聚区考核评价试行办法。

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深化国有企

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

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研究制定非公有制企业

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大力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建立跨

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全面落实国家营改增、资源

税从价计征政策。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推进金融

领域改革创新。完善银企合作机制。加快地方金

融机构改革发展，支持设立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和中原农业保险公司，力争新组建的省级银行开

业运营、中原证券上市，探索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试点，推动符合条件的县域农信社组建农商行，

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

支持民营资本依法设立金融机构。做好永续债

券、县 （市）城投集合债和债贷统筹企业债试

点。做大新兴产业创投规模，推动股权和创投基

金健康发展。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加快投资体制

改革。进一步下放企业投资核准事项，规范审批

行为，完善核准和备案办法。完善重大项目联审

联批机制，探索 “并联”审批。加快省级投融

资公司改革发展。继续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

社区服务等方面选择一批项目向社会推介，吸引

民间资本进入。深入推进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

领域和环节的价格，放开一批商品及中介、专业

服务价格。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

居民生活用水、电、气阶梯价格制度，理顺成品

油、天然气、电力、水等资源性产品比价关系，

推进大用户直购电试点，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

制。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

实施力度。完善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电价政

策，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污费标准，实行差别化收

费。合理制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价格。基本

完成剩余８３个代管县级供电企业上划工作。深

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兼顾国家、集体、个

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加快农村宅基地确

权登记和颁证工作。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进入市场流转试点。扩大人地挂钩政策试点。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保保障水平和服

务质量，扩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范围，设立

省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

基层运行新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开展医联体建设试点。

（七）全方位扩大开放。全面拓宽开放领

域。深入开展投融资、政府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创

新，加快服务业、现代农业、城镇基础设施和社

会事业等领域开放。提升招商质量。强化产业链

招商、集群招商。发挥企业在招商中的主体作用

和商会协会的桥梁作用，大力开展以商招商和中

介招商。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招商活动品牌。

深化与央企战略合作，争取跨国公司在豫设立区

域性研发、物流、销售、结算、后台服务中心。

加强开放招商的统筹协调，防止无序竞争。完善

开放平台。全面建成电子口岸政务信息平台。做

好国家关检合作 “三个一”试点的相关工作。

推动有条件的市县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海

关、检验检疫机构。加快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建

设，力争在设立药品、汽车等指定口岸方面取得

突破。积极开展中国 （郑州）自由贸易试验区

相关问题研究，适时启动申报工作。培育外贸出

口优势。培育一批出口龙头企业和品牌。支持企

业应用国际电子商务及其他第三方平台，开拓国

际市场。同时，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推进豫京合作，加强南水北调水源地对口协作；

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和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

（八）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推进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打造 “文明河南”。积极倡

导文明新风。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开展 “做文明人、办文明事”主题实践系列活

动，不断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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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文化事业。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作

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精品，继续推进公

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和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进一步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水平。加强网络

文化建设和管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

哲学社会科学、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档案事业

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业态，加快

推进文化改革试验区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实施

文化产业 “双十工程”。壮大出版发行、演艺娱

乐等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等

新兴文化产业，支持文化骨干企业做大做强。推

进文化和旅游、科技等产业融合发展。扩大文化

对外交流。创新文化体制机制。继续推进国有经

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按照国家部署完成经营

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机制改革。

（九）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主体功能区

规划，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加强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推进 “美丽河南”建设。加大污染

治理。实施 “蓝天工程”，重点推进工业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城市燃煤锅炉改造、城市建筑和道

路扬尘防治、油气回收和餐饮油烟治理、秸秆垃

圾露天焚烧等，加大灰霾天气治理力度。实施

“碧水工程”，抓好新一轮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力争流经城市的河流消灭劣 Ｖ类水体，推

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污染防治和总干渠两

侧水源保护，确保调水水质。实施 “乡村清洁

工程”，重点抓好土壤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强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预算管理，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

建立项目环评审批与当地环境容量挂钩机制。加

强生态建设。实施林业生态省提升工程，加强天

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和山区生态体

系、生态廊道网络建设。强化节能降耗。实施能

源消费总量预算管理，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全面实施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节能减碳行动计

划。加快建立合同能源管理、能源需求侧管理、

节能服务第三方采购等市场化节能机制，开展市

级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工

作。大力发展新能源发电，扩大清洁能源利用规

模，积极推进生物质能化示范省建设。发展循环

经济。加强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和再生资源

回收网络体系建设，推进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试点。推进废弃矿山治理。加快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县、循环经

济示范城市创建活动。开展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

试点示范工作。

（十）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加大民生投

入，实施 “十项重点民生工程”。做好就业再就

业工作。深入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做好高校

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

军人就业以及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职工安置工

作。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扩大社会保障

覆盖范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研究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衔接办法。做好最

低生活保障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

衔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鼓励引导 “公建民

营”试点幼儿园发展；优化中小学布局，推进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实施职教攻

坚二期工程，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积极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推动本科院

校转型发展。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扩大优质

医疗资源总量，推进郑州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

加快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达标建设，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纵向下沉。推动科技、体育、残疾人和儿童

救助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推进 “三山一滩”

群众脱贫工程。实施大别山、伏牛山、太行深山

区扶贫攻坚与小康建设规划，争取国家支持黄河

滩区移民搬迁，全年实现１２０万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推进廉租房和公

租房并轨运行，满足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

无房职工和城镇外来人员住房需求。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围绕建设 “平安河南”，加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遏制重特大安

全事故，做好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同时，创新国民经济动员机制，促进

军民融合发展。

三、２０１４年全省重大建设项目初步安排

围绕完成 ２０１４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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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把扩投资与稳增长、调结

构、惠民生结合起来，发挥民间投资主体作用，

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加快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抓好在

建项目建设，力争新开工重大项目１００个以上，

完成投资４００亿元以上。重点实施以下项目：基

础设施，全面掀起机场二期工程建设高潮，加快

外部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和内部路网建设，推进

中原国际陆港建设。航空物流，加快建设中外运

中部区域空港物流网络枢纽等项目，开工建设传

化物流等项目。高端制造业，开工建设酷派、天

语、创维等智能手机生产基地和友嘉精密电子产

业园，建设中国远大疫苗生产基地等一批生物医

药项目，加快建设穆尼通用飞机制造等项目。公

共服务设施，加快河南电子口岸政务信息平台、

北斗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等项目建设。

（二）先进制造业。重点实施以下项目：高

成长性制造业，推进南车、北车轨道交通装备造

修基地、东风日产４５万辆整车、郑州日产１８万

辆产能提升、森源电气产业基地、南阳防爆年产

１５００万千瓦高端电机等１０００个基地型、龙头型

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华兰生物疫苗

等４６０个产业创新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传统支柱

产业，开工建设洛阳石化１８００万吨炼油扩改等

项目，加大对河南能化鹤壁煤化一体化等项目建

设的推进力度。自主创新，推进国家技术转移郑

州中心、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国家河南

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和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建

设，新建国家级创新平台２０家，省级１８０家。

（三）服务业。重点实施以下项目：现代物

流，加快郑州华南城等项目建设，争取开工建设

京东商城郑州运营中心等项目。信息服务，加快

中原数据基地、中国移动 （洛阳）呼叫中心等

项目建设，开工建设洛阳惠普国际软件人才及产

业基地、信大捷安移动安全基地等项目。金融，

加快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开工建

设中信、工行、平安、百瑞、中原证券、中原信

托等金融大厦项目。旅游，加快朱仙镇国家文化

生态旅游、嵩山风景名胜区游客集散中心、云台

山大型综合旅游度假区等项目建设。文化，推进

中国动漫之都产业园、郑州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基

地等项目建设。

（四）现代农业。重点实施以下项目：实施

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建设工程，加快农业综

合开发、土地整理和复垦开发、千亿斤粮食规划

田间工程、小农水重点县等项目建设，新建高标

准粮田９００万亩，配套实施７４７个乡镇及区域农

技推广服务站，建设省农科院和鹤壁市农科院玉

米改良栽培技术创新基地。实施农业产业化集群

培育工程，支持新野、泌阳等现代肉牛产业基地

建设，支持一批生猪和奶牛规模养殖场集约化标

准化改造项目，新建２０个以上示范性农业产业

化集群。建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总干渠和

配套工程，确保汛后顺利通水；完成河口村水库

主体工程，推进伊洛河、北汝河、贾鲁河等河道

治理，完成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年度任

务，加快出山店、前坪水库等项目前期工作。

（五）新型城镇化。重点实施以下项目：城

际铁路，建成郑开、郑焦城际铁路，基本完成郑

州至机场城际铁路线下工程。市政基础设施，新

建改造城市道路２２００公里、雨水管道１６００公里

以上，争取新增供热面积６００万平方米、供水管

网１３００公里、日供水能力６０万吨、垃圾日处理

能力３０００吨，建成污水处理厂８２座，加快郑州

地铁２号线一期建设，争取开工５号线和１号线

二期。城镇生态设施，推进中心城区生态水系、

绿色廊道、街头公园等４８６个项目建设。棚户区

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力争省辖市

完成２０％以上、县级城市１５％以上；新开工保

障性住房６４万套，基本建成２７万套。

（六）基础设施。重点实施以下项目：铁

路，重点推进 “米”字形快速铁路网建设，加

快郑徐客专建设，争取开工郑万铁路，推进郑

济、郑太等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启动郑州经

周口至合肥铁路前期工作；争取晋豫鲁铁路河南

段具备通车条件，加快宁西、孟平铁路复线电气

化改造，尽快全线开工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河南

段。民航，争取开工信阳明港、商丘等军民合用

机场，加快豫东北、平顶山机场前期工作，支持

郑州、安阳等通用航空项目建设。公路，抓好商

丘至登封等 ２０个约 １３００公里续建高速公路建

设，完成连霍高速商丘至兰考段、洛阳至豫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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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改扩建，开工建设郑州机场至西华二期等５个

约１１０公里高速公路。争取改造完成普通干线公

路２０００公里以上，开工集中连片扶贫干线公路

１０００公里左右。内河航运，加快实施沙颍河漯

周段、沱浍河航运工程，力争建成涡河二期。邮

政，推进河南全国性快递交换集散中心、郑州临

空航空快件分拣中心等项目建设。电力，投产焦

作龙源电厂等１６０万千瓦项目，开工南阳天池抽

蓄、农业大棚和光渔互补光伏发电等７００万千瓦

项目；投运哈密至郑州直流特高压和驻马店北等

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新增１１０千伏及以上变电

容量２２５０万千伏安、输电线路 ３０３７公里。煤

炭，新增大中型矿井产能２１０万吨、开工２４０万

吨，加快推进鹤壁、南阳等煤炭储配中心项目。

石油天然气，实施 “气化河南”工程，全面开

工西气东输三线河南段和日照—濮阳—洛阳原油

管道，加快平顶山储气库等项目建设，新增天然

气长输管道３００公里，推进商丘千万吨炼油等项

目前期工作。可再生能源，实施生物质能化示范

省建设工程，推进南阳１５万吨纤维乙醇及配套

纤维素酶项目。信息基础设施，实施 “宽带中

原”，加快４Ｇ网络建设，推进郑州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推

进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

（七）生态环保。重点实施以下项目：治污

减排，实施一批燃煤火电机组除尘、脱硫、脱硝

改造项目；推动２０个重点流域工业污染防治和

清洁生产、２１５个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项目建

设。节能降耗，实施一批电机系统节能、余热余

压利用、交通运输和建筑节能改造等重大工程和

高用水行业节水改造工程，新增节能能力２００万

吨标准煤。循环经济，实施５０个循环经济和综

合利用重点工程，加快建设长葛大周 “城市矿

产”、平顶山百万吨级建筑垃圾、三门峡共伴生

矿 （尾矿）资源化利用示范基地。生态建设，

加快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山区营造林、生态

廊道网络等项目建设，完成营造林６４０万亩。

（八）民生工程。重点实施以下项目：教

育，加快推进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农村初中

校舍改造工程、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

宿舍、特殊教育学校等项目建设，推进１００所职

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和２００所特色院校建设，实

施郑州大学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河南大学等７所

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医疗卫生，改造１５所

县级医院、２００所乡镇卫生院和２０００所村卫生

室，扩建改造４所省辖市儿童医院 （综合医院

儿科），开工建设６个全科医生规范化临床培养

基地；加快推进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和中美

（河南）荷美尔肿瘤研究院、郑大一附院郑东新

区医院等项目。文化，继续实施广播电视 “户

户通”工程；推进中国文字博物馆功能完善、

河南电台电视台新址等项目前期工作。就业和社

会保障，建成一批县乡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项目

及养老服务设施。农村人居环境，解决６００万农

村居民和中小学师生饮水安全问题；改造农村危

房１２万户，改造农林场棚户区２６４４户；实施农

村公路 “乡村通畅”工程，新改建农村公路

６６００公里以上；新增大中型沼气工程１００座。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各项工作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我们将在省委的正确领导、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和省政协的监督、支持、帮助下，真抓实

干，开拓创新，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夺

取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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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计划 （草案）的
审查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长春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对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孙廷喜受省人民政府

委托所作的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计划 （草案）的

报告》 （以下简称 《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

会前，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对 《报告》进行

了初审。会议期间，财政经济委员会认真听取了

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并对 《报告》进行了审

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３年，省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

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围绕主题主线，标本兼

治、综合施策、攻坚克难，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

量和效益，不断增强发展的科学性和经济增长的

动力、活力，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升、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继续保持了好的趋势、好的态

势、好的气势，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

南、美丽河南建设稳步推进、鼓舞人心。同时，

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

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粗放型发展方式没有根

本扭转，科技创新能力弱，高新技术产业规模

小，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城镇化水平低，对外

开放水平不高，雾霾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对

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

解决。

２０１４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也是完成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财政经济

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４年计划 （草案）符合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提出的各项目标科学合理、积极稳妥；

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符合省情，针对性强，切实

可行；安排的建设项目统筹兼顾、重点突出。建

议大会批准修改后的 《报告》，批准 ２０１４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为完成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根据代表审议意见，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着力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加快推

进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完善战略布局，创造战略

优势。

（二）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做强工

业，做大服务业，做优农业，加快推进先进制造

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建

设，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三）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把改革创新、扩

大开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拓宽开

放领域，创新招商方式，提升招商质量，完善开

放平台，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四）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

本、遵循规律、因势利导、规范有序，在提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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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优化城镇体系布局、改

善生态文明、传承文化文明上下功夫。

（五）着力培育发展新优势。加快推进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强

化人力资源开发，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科技创

新、人力资源、信息化等支撑能力建设。

（六）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化

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特别是大气污染、水污染、

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力度，实施乡村清洁工程，提

升生态自然修复能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推动

河南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

发展。

（七）着力改善和保障民生。加强就业再就

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医疗

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的决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２０１４年省级财政收支预算 （草案），同意河南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会议决定，批准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４年省级财政收支预算。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１４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６日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厅长　钱国玉

各位代表：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２０１３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草案，请

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士提出

意见。

一、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年，面对极为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全

省上下认真实施三大国家层面战略规划，努力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经济社会发展

继续保持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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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情况较好，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年

度预算圆满完成。

（一）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公共财政预算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２０１３年全省公共财政

收入预算合计 ２２５９８亿元，实际完成 ２４１３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６８％，比上年增长１８３％，加

上中央分享税收收入，全省财政总收入 ３６８６８

亿元，增长１２３％。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２０１３年全省公共财政

支出预算合计４２７７９亿元。执行中使用中央补

助、财政部代理发行政府债券、超收收入等安排

支出，支出预算调整为 ５７０３亿元。实际完成

５５７８２亿 元，为 调 整 预 算 的 ９７８％，增

长１１４％。

２其他三项预算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２０１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合计 １２７５亿

元，实际完成１８１４４亿元，为预算的１４２３％，

增长４２４％。各级人代会批准的支出预算合计

１５２５９亿元，执行中使用中央补助、超收收入

等安排支出，支出预算调整为１９８３３亿元。实

际完 成 支 出 １７４０６亿 元，为 调 整 预 算 的

８７８％，增长３５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２０１３年省级与

部分省辖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合计５亿元，

支出预算合计 ５２亿元。实际完成收入 ６５亿

元、支 出 ６１亿 元，分 别 为 预 算 的 １３０％

和１１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２０１３年全省各

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合计１３５６１亿元，实

际完成 １４２０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４７％；支出预

算合计１１９７亿元，实际完成１２０４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６％；收支结余２１６亿元，滚存结余１４８９

亿元。

（二）省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１省级公共财政预算

●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２０１３年省

级公共财政收入预算为 １３１亿元，实际完成

１３１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５％，增长６６％。

●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２０１３年省

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为８８４６亿元。执行中由于

使用中央补助、财政部代理发行政府债券等安排

支出，以及补助市县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

８４７３亿元。实际完成７９１８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９３４％，增长１０７％。

２其他三项预算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省十二届人大一次

会议批准的２０１３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１８４４亿元，实际完成 ２４８亿元，为预算的

１３４５％，增长 ３１５％；支出预算为 ２６９亿元，

执行中因中央补助以及补助市县等因素调整为

１３８６亿元，实际完成支出１２５８亿元，为调整

预算的９０８％，增长４３％。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十二届人大一

次会议批准的２０１３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

算均为３亿元。实际完成收入４４亿元，为预算

的１４６５％，全部安排支出。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省十二届人大一

次会议批准的２０１３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

算７０７８亿元，实际完成７４８２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５７％；支出预算为 ６７３９亿元，实际完成

６６８４亿元，为预算的 ９９２％；收支结余 ７９８

亿元，滚存结余７９６５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７１８７亿元，支出６４４７亿

元；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１８１亿元，

支出１６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２５亿元，支

出１４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７３亿元，支出

４９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１６亿元，支出

１４亿元。

上述预算执行情况均为快报数，在完成决算

审查汇总以及与中央财政结算后还会有一些变

动，决算结果届时再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批准。

（三）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发挥财政政策精准调

控优势，促进经济回升向好，推动发展方式

转变。

１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转型升级

围绕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积极发挥财政调

控经济功能。

●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投入５６９亿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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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二期工程和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建设。投入

２５１亿元支持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投入３１５亿

元对投融资公司注入资本金和给予融资贴息。筹

措基本建设资金 １８８亿元，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１５０亿元，支持实施了一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

程。年度中间统筹财政资金１３０亿元实施一系列

促进经济企稳回升的财政政策措施。

●完善融资促进机制。安排金融业发展专项

资金１５亿元，对金融机构扩大金融供给、企业

扩大直接融资给予奖励。设立５亿元河南省股权

引导基金，扶持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发展８

支。筹措１１５亿元提升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服务能力。筹措５１亿元对３３１家县域金融机构

增加涉农贷款给予奖励，对６０户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给予补贴。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达到 １０１

亿元。

●实施促进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暂免

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增加企业研

发支出税前扣除项目。取消、免征、减征９６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开展 “营改增”改革试点，减税面９６５％。

●支持科学发展载体建设。出台１７项财政

支持政策，促进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基础设施建

设、航空物流发展和高端产业集聚。落实产业集

聚区财政激励资金２２９亿元，并安排１亿元支

持实施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提升工程。

●支持提升产业结构。筹措１９４亿元支持

重点产业链、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重大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造项目以及中小微企

业，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筹措３２亿元扶持困难

企业脱危解困。筹措５９亿元支持高成长性服务

业和新兴服务业提速发展。

●支持推进新型城镇化。筹措２０亿元实施

新型城镇化转移支付，以新增城镇常住人口、义

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人数和城区

（含县城）医疗机构床位增加数三项指标为分配

因素，引导市县政府加大相关投入，加快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步伐。２０１３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

４１８８万人，增加 １９７万人；义务教育阶段农民

工随迁子女就学人数６１３７万人，增加４７９万

人；城区 （含县城）医疗机构床位数 ２４９５万

张，增加５４４万张。

●支持构建自主创新体系。筹措１５亿元支

持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筹措１８亿元对协同创新

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给予支

持。通过以奖代补引导产学研合作。启动实施基

本科研费制度，支持省属院所５９２名４５岁以下

人员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全省公共财政预算科技

支出８０３亿元，增长１５３％。

●支持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对重大招

商引资项目和引进社会资本投入公益事业项目给

予奖励，支持举办第八届中博会等重大招商活

动。筹措４亿元支持外经贸企业发展和重点企业

“走出去”。

●促进节能环保。筹措２２２亿元支持淘汰

落后产能、节能技术改造、新能源汽车推广、新

能源发电、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等。争取财政部

把郑州、新乡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试点

城市。筹措１５亿元支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水

污染和重金属污染防治、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省

辖市与省直管县全部安装 ＰＭ２５监测设施。筹

措１１８亿元支持林业生态建设。

２支持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

增收

立足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战略规划，认真实

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全省公共财政预算农林水

事务支出６２９３亿元，增长１４１％。

●支持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工程建设。

统筹整合１３３亿元集中投入高标准粮田 “百千

万”工程，全省新增高标准粮田９５１７万亩。对

１１１个产粮大县奖励４２３亿元。

●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建设。统筹整合

１０７亿元支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筹措３２亿元

支持农村物流新业态。

●支持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筹措５８亿

元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扶持力度。争

取财政部在我省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创新

和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试点。全省农民

专业合作社新增２５万户，总数达到７万户。

●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筹措２９亿元支

持推进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中小河流治理、小型

水库除险加固和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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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筹措 ２２６

亿元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筹措５９亿元支持新改

建农村公路６４００公里、桥梁３万延米，新解决

６９６万农村居民及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促进农民增收。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

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补贴等惠农补贴２０１３

亿元，筹措２１８亿元支持１１７万人口脱贫。

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集中财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全省公共财政预算中的民生支出４０４９亿

元，占支出的７２６％，增长１１９％。“十项重点

民生工程”财政投入９５９８亿元。

●支持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全省公共

财政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７２７６亿元，增长

１５２％。２９３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退休养老金水平月人均增加１７１元，

达到１７６４元。１２１４万老人按时领取城乡居民养

老金。５１０５万城乡低保对象人均月补助水平进

一步提高。集中和分散供养五保对象年供养标准

均提高７２０元，分别达到３２００元和２２２０元。７８

万优抚对象待遇进一步提高。４８万名孤儿享受

基本生活补助。筹措３２４亿元保障各项就业政

策落实，支持完成职业技能培训３８１１万人次，

新增城镇就业１４３１万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

就业９０万人。

●支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省公共财政

预算教育支出在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连续两年大幅

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适度增长，２０１３年支出

１１７３４亿元，增长６％，扣除高校化债政策执行

期结束等因素后增长１０８％。筹措１４６亿元支

持城乡幼儿园建设。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

经费基准定额提高６０元，达到小学５６０元、初

中７６０元，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免费教科

书。筹措４６９亿元支持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改造计划、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对贫困地区

２５２万名学生免费提供营养餐、对３１万名特岗

教师给予补助。筹措２６亿元实施职业教育品牌

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建设行动计划。筹措３２８

亿元支持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完善研究生教育投

入机制，启动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制度。全省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２％，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９０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３０１％，均比上年提高。

●支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全省公共财政预

算医疗卫生支出 ４９２７亿元，增长 １５７％。基

本公共卫生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２５元提高到３０

元，１２类４５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向城乡居

民提供。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２８０元，８１１６万新农合参合群众、

１０７５万城镇居民医保对象、９７６万城镇职工医保

对象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７５％、７０％和８０％左右，新农合住院费用补偿

封顶线提高到１５万元，重大疾病保障病种从２０

个扩大到３５个。

●支持提升文化服务水平。全省公共财政预

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８０３亿元，增长

１５３％。继续实施各项文化惠民政策。筹措５２

亿元支持农村文化建设。筹措３３亿元支持公益

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支持全民体育健身和重大

体育赛事活动。推动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

文化事业单位进一步深化改革。

●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省公共财政

预算住房保障支出１９１６亿元，同时省级还通过

“统借统还”帮助市县融资１５８亿元，支持市县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全年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４１９５万套、基本建成 ３２万套，改造农村危房

２３３万户。

●支持平安河南建设。落实基层公检法司转

移支付，支持解决基层平安建设的薄弱环节和突

出问题。安排法律援助经费，解决困难群众打官

司难问题。加大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安全生产

技术改造的投入。

４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依法加强收入征管。依法加强税收和非税

收入征管，坚决杜绝收 “过头税”、 “过头费”

或虚增收入，保证税收和非税收入质量，税收收

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重为７３％，比上年提

高１个百分点。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

例》正式颁布，非税收入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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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中央财政支持。把争取中央支持作为

财政工作的重要任务，认真研究中央政策和资金

分配因素，积极向中央反映河南的实际困难，争

取各类中央资金３２６４亿元。利用国际金融组织

和外国政府贷 （赠）款４３亿美元。

●严格支出管理。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国务院 “约法三章”，严格预算约束，２０１３年省

级 “三公经费”比上年压减１２２％。研究制定

落实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加

强公务接待、会议费、差旅费管理等办法。开展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认真落实预算执行责任

制，加快财政支出进度。

●推进改革创新。按照 “简政放权”要求，

专项资金尽可能切块下达市县。推行竞争性分配

方式改革，整合组建统一的项目评审专家库，提

高资金分配科学性。省直部门年初预算安排的项

目支出全面设置绩效目标，绩效评价试点范围进

一步扩大。推行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强化

动态监控。公务卡制度改革实现省级预算单位全

覆盖，全省基本建立强制结算目录制度，公务卡

使用率大幅提高。全省政府采购规模８５０亿元，

同比增长１６％；纳入财政投资评审项目３５万

个，送审投资２３４９亿元，审减３３１亿元。完善

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深度融合工作机制，规范党

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和公务用车管理。制定县乡

基层财政基本业务管理操作规程，健全涉农资金

监管机制。

●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围绕贯彻落实重大决

策部署，组织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资金、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林业生态省工程

建设资金、城乡医疗救助资金、高等院校债务化

解奖补资金、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等重大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检查，及时发现、纠正和查处了一批违

规违纪问题，促进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坚持把办好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作为推进依法理财、科

学理财、民主理财的一项重要任务，把 “让代

表委员满意、让群众受益”作为办理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提高财政工作水平。共承办

建议、提案２８４件，其中主办９０件，全部办理

完毕，所提问题基本解决或正在解决的 ８３件，

占９２２％。

预算任务的圆满完成，是省委科学决策、坚

强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依法监督、悉

心指导的结果，是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狠抓

落实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

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财

政支出刚性增长，收支矛盾突出；人均财力在全

国处于靠后位置，民生投入缺口较大，公共服务

水平还比较低，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还没有

得到很好解决；预算管理制度的完整性、科学

性、规范性和透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全口径预

算管理、绩效管理、政府采购管理有待进一步加

强；违反财经秩序、财政纪律现象时有发生，特

别是基层民生资金使用管理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

重；个别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融得

来、控得住、还得上”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财政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现代财政制度体系还不

完善等等。恳请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给予

指导和支持。

二、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初步安排

（一）２０１４年财政形势和全省公共财政收入

预期目标

２０１４年全省面临的发展环境依然错综复杂，

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

●收入方面。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常态化趋

势已经明朗，推进税制改革、实施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清理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等，将减少一部分收入。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传统支柱产业税收贡献下降，高成长性产业和战

略新兴产业税收贡献尚有待提高，将制约财政收

入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补助地方支出

增幅下降，将对我省争取中央资金产生较大影响。

●支出方面。财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

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支出刚性增长。支持全面深化

改革需要增加投入。实施三大国家层面战略规

划、推进 “一个载体、三个体系”建设，需要

强化财力保障。政府性债务增长较快，还款压力

增加。

●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预期目标。综合考

虑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税收与非税收入政策变

动等因素，２０１４年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预期
—５４—



增长目标为１０５％。市县收支预算的具体安排

由各级人民政府报同级人大审议批准，各级人大

通过的预算汇总后另行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２０１４年财政工作总体要求和预算编制

原则

●２０１４年财政工作总体要求：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省

委决策部署和省人大决议、意见，坚持 “总布

局”，聚焦 “三战略”，突出 “五着力”，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中求进、变中取胜、转中

促好、改中激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相关

领域改革，发挥财税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基础性

和支撑性作用，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

活财政存量，用好财政增量，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着力改善民生；严肃

财政纪律，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 “三公经费”

实行零增长；推进预算公开透明，加强政府性债

务管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

稳定。

●２０１４年预算编制原则：依法理财，收支

稳妥，突出重点，精细透明，注重绩效，勤俭节

约。具体编制中，注重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

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清理规范财税优

惠政策；注重统筹整合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

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注重推动预算单位的全部政府性收支

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推动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

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注重深化部门预算改革，

完善预算定额体系，深化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创

新，引导社会投入。

（三）２０１４年省级财政预算安排

１省级公共财政预算安排

（１）省级公共财政收入预算

２０１４年省级公共财政收入预算安排 １３４亿

元，比２０１３年完成数增长 １８％。主要收入项

目安排情况：增值税 ２１７亿元，增长 ９０９％；

营业税 ５４亿元，下降 ６６４％，主要是铁路运

输业 “营改增”，以及部分纳入省级收入的交通

建设项目完工、建筑安装营业税减少；企业所得

税４４７亿元，增长０８％；专项收入２６９亿元，

增长３４４％，主要是 “两权”价款与使用费收

入、广告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２２６亿元，下

降０５％。

（２）省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

２０１４年省级收入１３４亿元，加上中央补助

１９０９１亿元、市县上解 ２７５６亿元，减去上解

中央３４７亿元、补助市县１５７６９亿元和调出资

金３１亿元，２０１４年省级总财力 ７０４亿元，比

２０１３年预算财力增加７０亿元，增长１１％，全部

安排支出。

●基本支出即人员和公用经费支出２３８６亿

元，比上年增加２０１亿元，增长９２％。

●项目支出 ４６５４亿元，增加 ４９９亿元，

增长１２％。

２０１４年重点支出和 “三公经费”支出安排

情况如下：

●教育支出１２４６亿元，增加１５亿元，增

长１３７％。

●农林水事务支出３１２亿元，增加３３亿

元，增长１２％。

●科技支出１０５亿元，增加１３亿元，增

长１４％。

●文体传媒支出８４亿元，增加７６４３万元，

增长１０％。

●医疗卫生支出２５９亿元，增加２４亿元，

增长１０％。

●总预备费１２亿元，与２０１３年持平。

●从严控制 “三公经费”。各部门 ２０１４年

“三公经费”预算按不高于２０１３年支出控制数

编制，合计８９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预算下

降８２％。

为提高年初预算的完整性，中央财政提前告

知的转移支付和上年结余结转资金均列入年初预

算。２０１４年省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总额为８６０２

亿元。

２其他三项预算安排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２０１４年省级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１９０３亿元，比上年完

成数下降２３３％，主要是上年清缴、补交收入

较多。收入预算 １９０３亿元加上上年结余结转

６３６亿元、调入资金３１亿元，２０１４年省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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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基金支出 ２５７亿元，按照 “以收定支、集

中财力、确保重点”的原则，与公共财政资金

统筹安排使用。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根据 ２０１３

年国有企业经营状况，２０１４年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安排３５亿元，其中国有企业应缴利

润２１亿元，股利、股息收入１４亿元。支出预

算按以收定支的原则编制。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２０１４年省

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８３３８亿元 （其中财政

补贴收入 １９０８亿元），支出预算 ７７９５亿元，

结余５４３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８５２６亿元。其

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８０３５亿

元，支出７５２７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收入１９５亿元，支出１６７亿元；失业保险基

金收入２７亿元，支出２４亿元；工伤保险基金

收入６４亿元，支出６３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

入１７亿元，支出１４亿元。

三、２０１４年财政重点工作

２０１４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完成 “十二

五”规划目标的重要一年。着重做好九个方面

的工作：

（一）支持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建设，加快打

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把支持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建设摆在财政工作

的突出位置，支持打造开放新高地。

●对郑州机场二期工程按建设需要足额注入

资本金，对实验区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给予专项补助，对省级投融资公司融资支持

实验区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贴息，对机场公司客货

运业务发展给予奖励。

●对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重大招商项目，按

“一事一议”原则研究财政支持办法。

（二）支持做强工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

大省

创新财政扶持方式，推动建设以高加工度产

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体、技术装备水平先进、集

群化特征明显、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先进制

造业大省。

●整合设立支持先进制造业专项引导资金，

重点支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等

高成长性制造业加快发展，推动生物医药、节能

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快壮大，促进冶金、建材、化工、煤炭

等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涉企资金使用方式，压缩 “点对点”

方式对单个项目的支持，重点向支持技术服务等

公共服务平台和培育优势产业链倾斜，增强财政

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三）支持做大服务业，加快建设高成长服

务业大省

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支持构建充分融入经济

各领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效服务生产生活的

具有多元化活力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

●整合设立支持高成长服务业专项引导资

金，加大资金规模，重点用于支持现代物流、信

息服务、金融保险、文化旅游等高成长性服务业

和科技研发、工业设计、教育培训、商务服务、

健康服务、养老及家庭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发展。

●落实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

农村流通体系和电商物流设施建设，加大对市场

信用体系、标准体系以及监管执法的支持力度，

优化消费环境。

（四）支持做优农业，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大省

按照稳粮、提效、转型的思路，全面落实财

政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

和 “三农”可持续发展。

●支持实施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建设工

程。统筹整合相关资金，支持完成全年新增高标

准粮田建设任务。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

标准农田的机制。

●支持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

统筹整合相关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

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产

业化集群建设。

●支持实施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统筹整

合相关资金，支持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有条件

的县城周边，建设一批具有农业生产、生态、休

闲观光等综合功能的现代农业园区。

●支持实施 “三山一滩”群众脱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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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精准扶贫”的要求，改革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机制，推进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探索资

金竞争性分配、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等做法，

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制定财

政支持政策，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

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试点和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发展创新试点工作。

●支持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有效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支持农村公

路、桥梁和安全饮水建设。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着力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农村集体产权、农村公

共服务、乡村治理机制四项制度创新。

（五）支持新型城镇化，提高城乡统筹发展

水平

按照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

文化、产城互动、科学有序的要求，找准着力

点，构建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财政体制

机制。

●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筹措专

项资金，支持中原城市群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通

过扩大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发挥政府投融资公司

作用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积极运用公私

合作模式 （ＰＰＰ）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事业和

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税政

策。增加城镇化转移支付规模，按照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相关因素分配给市县，引导市县加快推

进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加强对城

镇化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绩效的考核和评估。

●支持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对新型城镇化试

点市 （县）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重点在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

（六）支持完善基础支撑条件，加快培育发

展新优势

按照突出重点、增加投资、弥补短板、释放

活力的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支撑能力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支持载体体系建设。完善支持产业集聚

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策，促进产业集聚区和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提升发展。推动商务中心区和

特色商业街区完善功能。

●支持信息化建设。安排信息化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信息化建设重点工程、具有优势特色的

电子信息产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和

产品、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等项目。

●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省级统筹基

本建设资金规模，重点用于省级重大项目和中央

投资项目省级配套。加大对 “米”字型快速铁

路网建设支持力度。

●支持创新驱动。整合科技专项资金，重点

支持重大科技专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

小微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改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支持方式，减少对单个企业项目直接补助，加大

对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

设和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力度，更多采取

后补助、以奖代补、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等支持

方式。落实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

●支持人力资源开发与集聚。深入实施全民

技能振兴工程，加大职业教育攻坚二期工程、技

能人才回归工程支持力度，培育和吸引高素质技

能人才。支持实施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和基础

能力建设工程，培育高层次人才。

●支持金融体系建设。设立小微企业信贷风

险补偿基金，为小微企业发行集合债券、票据等

增信。安排股权引导基金，支持引导创业投资基

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完善金融业发展奖补政

策。支持信用担保机构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能

力。加大对县级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支持力度。支持省级银行、中原农业保险公司等

地方金融机构组建和中原证券境外上市，加快设

立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落实涉农金融扶持

政策。

●支持扩大开放。完善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

转移奖励政策，做好重大招商引资活动经费保障

工作，加大外经贸产业发展支持力度，推动优势

产业 “走出去”，促进举省开放。

（七）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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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

引导舆论的思路，坚持雪中送炭，坚持加大投入

与完善制度有机结合，统筹做好各项民生保障工

作，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加强社会保障和就业工作。提高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补助标准。研究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间的衔接。

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推动建立科学合

理的灾情核查、救助标准确定以及灾害救助绩效

考评等机制。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

度。继续支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支

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工作。

●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高。区分教育的公

共性层次，完善针对不同教育类型的财政支持政

策。继续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全面改善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提高特殊教育学校

经费保障水平。提高高职高专和中职生均财政拨

款水平，同时引导企业、个人和社会多渠道投入

职业教育。支持县城普通高中改建扩建。加快普

通高校转型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深度

融合。进一步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农合和城镇居

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３２０元。推

动建立按病种、人头和总额预付等多种方式相结

合的复合付费机制，加大对医疗机构费用总额及

医保目录外费用占比的控制。逐步推动企业职工

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省级统筹。整合形

成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体系。扩大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试点，加大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资金用于

购买大病保险的比例。按照 “建设靠政府、运

行靠服务”的原则，理顺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支持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提高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特别扶助金

标准。

●完善住房保障政策。落实好公租房和廉租

房并轨运行政策。加大对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

改造的支持力度。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支持保障

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已建成保障房的配套设施

建设。

●支持文化强省建设。支持开展重点文化惠

民工程、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重要文化遗产

保护。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和统筹利用。

开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创建工作。支持

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大力发展新型

文化业态。探索建立新型文化资产管理体制。

●支持美丽河南建设。支持实施 “蓝天工

程”，加大对灰霾天气治理支持力度，对重点地

区污染源治理、清洁能源替代、公共交通行业发

展、黄标车淘汰、拆除锅炉等投入予以奖补，对

秸秆焚烧治理项目予以支持。支持实施 “碧水

工程”、 “乡村清洁工程”和林业生态省提升工

程。加强环境管理和保护能力建设。

●支持平安河南建设。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促进公共安全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适合社会组

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

承担，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财税改革对

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２０１４年以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和税制改革为重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充

分发挥财税体制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

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长治久安方面的保障

作用。

●规范财政分配秩序。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

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

挂钩方式。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清理、整

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落实全口径预算管理各

项规定，将全部政府性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审核预算的重点

由平衡状态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硬化支出预

算约束。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弱化对

收入预算的考核，促进税收和非税收入依法

征管。

●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研究开展三年财

政规划编制工作，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重

大政策和重大项目，研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

评价办法，并强化其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提高财

政政策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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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改革财政资

金使用方式，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

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

买。结合推进事业单位分类、行业协会商会脱钩

等相关改革，开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有效增

加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实现 “费随事转”，促

进政府职能转变。

●全面清理规范财税优惠政策。对各级政府

出台的优惠政策进行清理，整顿越权减免税收或

通过财政列支方式变相减免税收行为。

●建立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

系。加大对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与公共财政预算的统筹力度。建立将部分政府性

基金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的机制。加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调入公共财政预算力度。加强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管理。

●推进政府和部门预决算公开。进一步细化

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推动所

有使用财政拨款的部门 （除涉密部门外）公开

部门预决算和 “三公经费”预决算。

●实施税收制度改革。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

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 “营改增”范围。实

施鼓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的个人所得税递

延纳税优惠政策。做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准备工作。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税优惠政策

范围。

●支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推进政府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积极支持、协同推进养老、医药卫

生、教育、科技、住房、国有企业等相关领域的

改革。

（九）加强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

提高财政管理效能

进一步开拓创新，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为落

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做好各

项财政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研究制定全省

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将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

入全口径预算管理，规范举债行为，严格举债程

序，限定资金用途，形成风险可控的规范化融资

机制。

●盘活财政存量、用好财政增量。认真落实

中央 “八项规定”、国务院 “约法三章”要求，

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结合贯彻落实 《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加快健全公务支出

管理制度体系、公共支出标准体系、公务支出管

理信息平台，抓好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加强财

政结转结余资金和对外借款管理，腾出资金用于

保障改善民生。

●全面加强管理基础工作。加强财政法制建

设，促进依法理财。加大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

入管理条例》宣传贯彻力度。依法加强税收和

非税收入征管。健全完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标

准体系、资产配置标准体系。着力推进重点领

域、重点项目特别是专项资金和项目的绩效管

理，将绩效目标管理和评价试点扩大到各层级预

算单位。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建

立健全转移支付资金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机制。完

善政府采购制度，更好发挥政府采购在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服务、提高政

府治理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大财政投资评

审工作力度，更好发挥财政投资评审服务项目支

出预算管理的职能作用。开展事业单位及事业单

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大力推广政

府公物仓管理制度。加快嵌入业务流程的财政支

出监督机制建设，加强财政监督成果运用。推进

市县财政以应用支撑平台为核心的信息系统一体

化建设工作，逐步构建全省财政数据中心。

各位代表，今年全省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而繁

重。我们要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省人大、省政协

监督支持下，与时俱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各

项财政目标任务，为打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

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制度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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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４年

财政预算 （草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长春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对省财政厅厅长钱国玉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４年财

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 （以下简称 《报告》）

及２０１４年省级财政收支预算 （草案）进行了审

议。会前，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进行了

初审。会议期间，财政经济委员会认真听取了各

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并对 《报告》和预算 （草

案）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３年省人民政府

及其财税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和

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各项要求，依法组织收

入，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较好完成了全年收

入预算；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

出，统筹财力支持我省 “三大战略”的实施，

推动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转型升级，重点保

障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改善，推进财税改革，财

政管理进一步加强，较好发挥了财政职能作用。

２０１３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但仍存在

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支矛盾仍十分

突出，财政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仍然偏弱，全口径

预算编制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亟

待全面推进，预算约束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对这

些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

以解决。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４年的省级财政

预算安排和总体工作部署，体现了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全会、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围

绕全省总体发展战略，统筹安排财力，优化支出

结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预算管理，

指导思想明确，工作重点突出，是可行的。建议

大会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

报告》，批准 ２０１４年省级财政收支预算 （草

案）。

为更好完成 ２０１４年预算，做好财政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切实改进预算编制，逐步完善全口径

预算体系。提高全口径预算的科学化、精细化水

平，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预算要细化到项级科目，强化项目评审论

证，研究编制三年滚动预算；统筹安排公共财政

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

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力度；健全部门预算制

度，强化预算编制、审核主体责任，完善预算定

额标准体系和资金分配办法，提高项目资金年初

到位率，促进部门预算编制完整、规范。

（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和民生持续改善。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清理整合

专项资金，激活存量资金。集中财力支持 “三

大战略”的实施，支持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

发展，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大民生支出和生

态环境治理投入力度，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促进

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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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运

行效益和透明度。建立健全政府预算公开制度，

推动预算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快推进预算

绩效评价工作，研究建立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到年

度预算编制的机制；建立规范的政府债务管理和

风险防范制度，严格举债程序，明确偿债责任，

将政府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按照中央要求

稳步推进税制改革，加强财政体制研究，积极争

取中央政策支持；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管理和

监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严格预算执行和监督，增强预算执行

力和约束力。要严格遵循 “先有预算、后有支

出”的原则，严禁无预算支出。各预算单位要

加强内部控制，严格按批准的预算执行，提高项

目预算执行率。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大预算执行

监督力度，依法严厉追究财经违法违纪人员的责

任，有效发挥从预算源头防治资金浪费的作用。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秦玉海副主任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会议对省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示满意，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４年工作安排意见。会

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秦玉海

各位代表：

受郭庚茂主任的委托，我代表省人大常委

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２０１３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１３年是本届省人大常委会的开局之年。

一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围绕全省大局

开展工作，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紧紧围绕全省大局履职尽责，奋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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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学发展

常委会始终牢牢把握推动科学发展第一要

务，不断强化立法和监督职能，着力推进我省经

济爬坡过坎、攻坚转型，实现更高水平和更高质

量的发展，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好的趋

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

大力推进三大战略规划实施。坚持把促进粮

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建设，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

发挥好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常委会围绕农业现

代化、粮食生产等情况组织代表视察调研，并重

点检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贯彻实施情况，督促

有关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规模化经营，

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听取审议省政府土地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情

况专项工作报告，强调在确保耕地保护红线不突

破的前提下，推动土地要素合理有序流动，促进

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就新型城镇化建

设中的法制保障、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

使用权有序流转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先后深入

１２个省辖市５０多个县 （市、区）实地察看，召

开座谈会４０余场次，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在此

基础上，研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提出要以人的

城镇化为核心，科学谋划运作，积极稳妥推进，

有针对性地强化法制保障，切实发挥好新型城镇

化 “一发动全身”的综合带动作用。注重传统

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结合我省实际制定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更好地发挥其在打造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中的作用。高度关注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及时调整年度立法

计划，研究起草了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条例，支持

和推进郑州航空港枢纽建设及全省民用航空事业

的发展。多次组织人大代表对航空港区建设情况

进行视察调研，建议进一步加快规划落实，加速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努力打造经济转型升级的战

略突破口、核心增长极，有力地推动了港区

建设。

全力促进全省经济稳中向好。常委会听取审

议了省政府２０１３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

势，省政府围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做了

大量工作，采取的各项措施总体上有力有效；同

时强调要在保证一定增速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积蓄发展后劲，增

强发展的科学性。在审议我省 “十二五”规划

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时，要求省政府及有

关部门继续在深化改革开放、合理确定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等方面下功夫，确保规划纲要目标任务

的全面完成。认真开展强化开放带动专题调研，

先后听取省商务厅等２０个单位的专题汇报，深

入部分产业集聚区查看情况，提出要进一步解放

思想、务实运作，打造对外开放政策高地，发挥

好开放招商 “一举求多效”的重要作用。省政

府迅速研究整改，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向常委会作

了报告，很好地形成了工作合力。听取审议了省

政府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情况专项工作报告，

督促有关方面切实加大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和财政投入，推动现代科技与

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大力建设创新型河南。围

绕加快实现建设旅游强省的战略目标，常委会组

成人员多次深入洛阳等地视察调研，提出立足本

地资源特色，搞好发展定位，凸显独特优势，打

造国内乃至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做大做强旅

游产业的建议，有力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健康

发展。

切实强化预决算审查监督。审议通过了政府

非税收入管理条例，依法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

序，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能力。听取审

议省政府财政、审计工作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

了２０１２年省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３年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安排方案，强调要注重增收节支，加强预算

管理，加大审计力度，推动审计结果和整改情况

向社会公开，并督促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落实

常委会审议意见。深入开展部门预算、决算审查

工作，分别对省法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９个

单位的部门预算、决算草案进行审查，跟踪督促

整改存在的问题。开展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审

查监督专题调研，积极探索强化人大预算决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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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督的方法和途径，督促推动省政府全口径管

好 “钱袋子”。

二、紧紧围绕民生改善务实作为，努力增进

全省人民福祉

常委会始终关注民生民情，通过依法履职，

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

着力推动解决民生热点问题。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要求，审议通过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进

一步规范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行为，促进劳动关系

的和谐稳定。修订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对经费

保障、均衡发展、素质教育等作出新规定，确定

面向全省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

书，我省义务教育事业进入了全面免费的新阶

段。审议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办法，对农

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个环节的质量安

全作出规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

全”。综合运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

题询问等方式加强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督

促有关部门全面落实防治措施，加快完善长效机

制。听取审议省政府侨务工作情况专项工作报

告，强调要积极维护侨益、凝聚侨心、汇集侨

智、发挥侨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围绕

社会保险和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开展执法检查，促

进了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着力推动美丽河南建设。积极回应各方关

切，审议通过了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就大气污

染防治、污染物排放控制等作出明确规定，为妥

善解决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提供法制保障。研究制定云台山景区管

理条例，促进景区的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

保护和永续利用，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连续１８年开展 “中原环保世纪

行”活动，持之以恒推动环保事业发展；就林

业生态建设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听取省政府专项工

作报告，并抓住农村饮用水安全、地下水污染防

治等问题进行专题询问，持续加强跟踪监督，确

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着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文体事业发展。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从加强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出

发，审议通过了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

例，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妥善处理保护公民

隐私权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大力推进平

安河南建设。组织人大代表就文化事业发展情况

进行调研，提出了太极文化产业化等具有指导性

意义的意见建议，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

展。认真开展体育法和我省体育发展条例执法检

查，督促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学校

体育，进一步增强人民体质。

三、紧紧围绕民主政治建设发挥职能，大力

促进社会和谐

常委会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推动我省民

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入。

依法开展选举和任免工作。精心组织召开省

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扎实做好会议各项工作，

确保了大会重要选举事项的圆满完成。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就部分省辖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

出意见，报请省委批准后，作出了关于郑州等十

个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

定。从我省因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部分

县 （市、区）人口变动较大的实际出发，依法

作出关于重新确定邓州市等 ５个县 （市、区）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更好地保障人民

民主权力。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人大依法行使任

免权相结合，一年来，先后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１３９人次。

加强对执法和司法工作的监督。认真开展行

政复议法执法检查，督促法律实施机关加强和改

进行政复议工作，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

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听取审议省法院关于刑

事审判情况专项工作报告，要求审判机关牢固树

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严格规范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

正义。听取审议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情况专项工

作报告，强调全面落实好依法办案的要求，加大

对重点案件的办理力度，强化预防贪污腐败工作

措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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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和群众来信来访工

作。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作为维护法制统一的

重要举措，对省政府等单位报备的１１９件规范性

文件逐一审查，督促制定机关及时纠正其中与法

律法规不一致的问题。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

民愿、化解社会矛盾、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窗

口，一年来共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１４２８８件

次，督办重要信访案件１４４件，推动了一批信访

问题的妥善解决。

四、紧紧围绕代表活动强化保障，充分发挥

代表主体作用

常委会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充分尊

重代表主体地位，不断改进代表工作方式方法，

积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措施，为代表依法履职

提供更好支持保障。

推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从 “答复型”向

“落实型”转变。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交办的６７件议案已全部办理完毕，其中有１７件

列入了常委会立法计划、规划项目。代表所提

８１７件建议，交由１０２个承办单位研究办理，并

确定１４件建议由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和办事机

构重点跟踪督办；组织省人大代表专题视察省环

保厅、省农业厅等４个部门的建议办理工作，对

办理情况进行了通报。目前所有建议已办理完

毕，其中建议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共

５３６件，问题解决率比上一年进一步提高。

拓展代表履职平台。规范和开展好闭会期间

代表活动，研究制定了关于省十二届人大代表编

组及开展活动的意见。围绕现代农业发展、生态

环境建设等热点问题，先后组织１４７名驻豫全国

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调研和视察，提出意见建议，

提供重要参考。同时，注重代表履职能力的提

升，重点加强新当选代表的培训工作，共培训

７２５名省人大代表；印发代表专用标识信封，运

行好 “代表直通车”，及时提供资料信息，有力

保障了代表履职活动。

密切与代表的联系。多渠道加强常委会与代

表的联系，扎实开展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代

表日等工作。一年来，先后接待、联系代表６００

余人次，认真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并作为研究

改进工作、制定工作计划的重要依据。继续扩大

代表对常委会执法检查、立法调研等活动的参

与，不断完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认真做

好人大代表接待人民群众来访等工作。人大代表

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发挥，为全面做好常委会工作

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紧紧围绕提升依法履职水平，加强常委

会自身建设

常委会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水平紧密结合起来，努

力克服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 “四风”问题，通过不断深化

认识、转变作风、落实措施，有效提升工作

水平。

不断强化人大意识，履职动力进一步增强。

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省委重要精

神，连续４次举办常委会专题讲座，扎实开展常

委会履职纪律作风整顿，进一步深化对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认识，要求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认清

神圣使命、忠诚履职为民，切实做到讲政治、讲

大局、讲学习、讲规矩、树形象，主动承担起宪

法法律赋予的重要使命。深入开展学习焦裕禄精

神等活动，引导机关干部牢牢把握党的群众路线

这一生命线，自觉践行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立足

岗位发挥好参谋助手和服务保障作用。

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履职实效进一步提升。

结合常委会工作实际开展立法质量评估、监督效

果评价、代表工作评议、信访工作评析 “四评”

工作，客观审视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整改提

高。注重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在编制常委会

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地方立法规划的过程中，多渠

道征集建议项目２０７件，并从中确定７３件作为

今后五年地方立法的主要内容；探索开展立法监

督工作，检查了全省法院、公安、国土资源、住

房和城乡建设系统适用和执行地方性法规的情

况，对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１５部法规的适用情

况进行了评估；召开立法工作会议，深入研讨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推动新时期地方立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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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坚决破除监督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在开

展高速公路条例执法检查过程中，按照 “统一

部署、分级实施、上下联动”的原则，通过听

取相关部门自查自纠报告，明察暗访一线单位工

作情况，组织执法人员法律知识考试等方式，综

合加强监督，增强监督实效。着力规范工作程

序，研究制定了机关公务活动统筹安排办法，确

保执法检查、视察调研等工作有序开展。围绕推

进省直管县人大工作，召开专题座谈会，认真研

讨和解决了工作实施中的问题。

不断强化制度创新，履职基础进一步夯实。

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修订接待人民群众

来访办法等２０余项规章制度，并认真抓好落实，

推进常委会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开展以 “常委会领导同志联系基层代表、常委

会组成人员联系基层单位、机关党员干部联系基

层群众，促进干部素质提升、促进机关作风转

变、促进工作措施落实”为主要内容的 “三联

系三促进”活动，建立起了常委会各个层面与

人大代表和基层群众的联系。全面贯彻中央和省

委各项纪律规定，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保持常委会和机关风清气正。着力提高工作效

率，初步建成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电子化系统，在

推动人大工作信息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高质

量地完成了新西兰国会、美国华人议员等代表团

的来访接待工作，增进彼此友谊，宣传河南

形象。

各位代表，回顾新一届常委会开局之年的工

作，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始终

坚持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不断深化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

认识，努力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职能优势，推

动我省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二是始终坚持服

务大局，从推动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的高度出发，把人大工作与全省发展改革稳定

的大局紧密结合起来，立足人大自身职能，科学

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更好地融入大局、服务大

局、推动大局。三是始终坚持履职为民，把保障

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就业就医就学、食品安

全、环境卫生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开

展工作，以为民的实效取信于民。四是始终坚持

务实求真，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注重依法按程序

履行职责，自觉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又着眼于

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推动和促进 “一府两院”

的工作，发挥好人大的作用。五是始终坚持开拓

创新，自觉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

新成果为指导，不断改进常委会履职工作，推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实现了地方

人大工作新的进步和发展。

各位代表，省人大常委会一年来各项工作取

得的成绩，是在省委正确领导下，全体人大代

表、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辛勤

努力的结果；是全省市、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广

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是省人民政府、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社会各界大力支

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向大家

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立法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有些法规没有及时制定出来；监督工

作的实效性还不够强，执法检查、视察调研有时

不够深入，专题询问质量有待提升；代表议案、

建议办理工作与代表的期望和要求还有一定距

离；履职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等。我们将在

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予以解决。

２０１４年的主要任务

２０１４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

重要一年，也是完成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省人大常委

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

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

贯彻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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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围绕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总目标，

围绕打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

河南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强和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制度建设，认真履行法定职

责，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大力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为保障和促进我省全

面深化改革，加快河南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作出

新贡献。

一、发挥制度优势，凝聚民智民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

效形式，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前进的制

度保障。常委会将立足本职，充分发挥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势，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发展的部署安排谋划工作，紧紧围绕促进

我省三大战略规划实施开展工作，使中央和省委

决策部署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要进一步研究健全

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针对改革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决定，更好地凝聚全省人民

的智慧力量。要进一步加强代表议案建议办理、

代表履职培训等工作，积极推动代表小组闭会期

间活动，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和网络平台，探

索完善履职激励机制，着力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和

实效，更好地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要继续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和人大依法行使任免权相结合，认真

做好人事任免工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决策部署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二、提升立法水平，强化法制保障

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有机组成部分，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法律保

障。常委会要按照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人大主

导、各方参与的原则，把立法工作与我省深化改

革发展的重大决策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关系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人民群众广泛关注、带有一定普

遍性的重大或热点问题，及时制定修订地方性法

规。新的一年里，将针对保障重大战略规划实

施，在２０１３年一审的基础上，继续审议民用运

输机场管理条例；针对城乡建设和保障民生需

要，修订消防条例、旅游条例；针对优化经济运

行管理，根据上位法精神，修订统计管理条例；

针对强化环境保护工作，制定或修订湿地保护条

例、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针对加强民主法治建

设等工作，分别修订代表法实施办法和征兵工作

若干规定等。同时，就高标准良田保护条例等

２１部法规的制定、修订开展立法调研；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律修改情况，及时修改或废止我

省相关现行法规；审查批准郑州和洛阳两市提请

的地方立法项目，全面做好我省立法工作。

三、注重监督实效，改进监督工作

人大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最高层次

和最具权威性的监督。常委会将继续深入贯彻监

督法和我省实施办法，坚持突出重点、注重实

效、多措并举、体现特色，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和

重大民生问题加强监督。围绕促进改革发展开展

监督，就加快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台胞

投资权益保护情况等，听取审议省政府专项工作

报告；加强对经济运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

督，听取审议计划、财政、审计报告，审查批准

财政决算草案；对城乡规划法、农业技术推广法

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围绕促进民

生改善开展监督，分别听取审议省政府职业技术

教育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结核病防治、

大气污染防治、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专项工

作报告，并就职业技术教育、农产品质量安全情

况开展专题询问；针对残疾人保障法和我省实施

办法进行执法检查；继续组织开展 “中原环保

世纪行”活动。围绕保障公平正义开展监督，

分别听取审议省法院、省检察院规范司法行为情

况、规范执法行为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节约

能源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和信访工作。

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

自身建设是事关常委会履职总体水平和成效

的基础性工程。常委会将坚持以改革的精神推动

自身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成果，持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要强化责任意

识，通过集中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培训、加

强学习型机关建设和人大工作宣传，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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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对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认识，切实增强履职责任感。要强化为民

意识，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继续抓好

“三联系三促进”活动，大力推进常委会信息化

建设，完善网络信息平台，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

倾听群众心声、维护群众利益。要强化创新意

识，认真研究我省人大工作新情况、新问题，为

省委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决策提供参考；加强对

省直管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监督、指导和联系，

推动我省人大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要强化规范

意识，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观念，始终坚持依法依

规，围绕规范权力行使和严格机关管理，制定完

善常委会及机关工作制度，使每一项工作都依法

按程序推进。要强化纪律意识，严格贯彻有关纪

律作风规定，执行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加强廉政建设，保持常委

会及机关良好形象。

各位代表，当前我省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发

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伟大而崇高，

我们所肩负的任务光荣而艰巨。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

取，扎实工作，为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

民强省而努力奋斗！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张立勇院长所作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会议肯定了省高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４年工作安排意见。

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立勇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列席会议人

员提出意见。

２０１３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１３年，是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

人民，奋力推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一年；是全

省法院围绕大局，服务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的

进步的一年。

一年来，全省法院在省委正确领导、省人大

有力监督、省政府坚强支持、省政协民主监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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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共同关心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认真落实郭庚茂书记

视察法院重要指示，忠实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责。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６３５０４１件，同比

上升 ４１２％。审结执结 ５９７４７４件，同比上升

７０１％；其中，刑事案件６６４６９件，判处犯罪分

子８３２２６人；民事案件３６４５９４件，诉讼标的金

额５８４３９亿元；行政及国家赔偿案件１６００８件；

减刑假释案件 ３０９２６件；执结案件 １１０９０３件，

执结标的金额２５７７５亿元。省法院受理各类案

件 ９６９６件，同比上升 ３６８％；审结执结 ９００３

件，同比上升２１２５％。

一、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

改进司法作风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十八大

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部署。我们把学习焦

裕禄精神、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贯穿活动始终，

体现法院鲜明特色。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征求意

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共收集各类建议

１２００余条，制定整改措施４９项，着力解决突出

问题，进一步密切与群众血肉联系。

一是下大力气纠正冷横硬推、漠视百姓的特

权思想。三级法院建立诉讼服务中心，实现诉讼

引导、立案受理、案件查询、诉前调解 “一站

式”服务，让群众少跑一趟腿、少误一份工。

７２２个人民法庭悬挂便民 “小黑板”，告知法官

工作动态，方便群众诉讼。开展正风肃纪整顿活

动，对１５５个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进行司法巡

查、明察暗访，１８名态度生硬、行为骄横的干

警受到严肃查处。大力实施司法救助，为２１５００

余名生活困难当事人发放救助资金、缓减免交诉

讼费用６５２３万元，让没钱的群众能打得起官司。

二是下大力气扭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作

风。坚持下乡办案不鸣警笛、警车不停群众门

口、雨天不开快车，组成４８０个巡回合议庭，深

入农村、社区、企业巡回审理案件 １４万余件。

组织法官走进３７３００多个村庄、社区，担任 “法

官村长”、“社区主任”，把矛盾化解在当地，把

法律送到群众身边。三是下大力气整改办案拖

拉、执法随意的衙门习气。严格审限管理，实行

黄牌警示、红牌问责，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

９５８６％。开展三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专项清理

活动，清结刑事案件 １７０件，民事、行政案件

１４７件。强化案件评查，定期对赴省进京上访、

代表委员关注等案件进行重点评查，共评查案件

４１０２件，依法纠正９８件。四是下大力气遏制吃

拿卡要、枉法裁判的贪腐行为。推广廉政亲情寄

语，把亲人的叮咛放在案头、刻在心中。开展接

受当事人不当利益专项治理活动，对多次接受吃

请、娱乐，造成恶劣影响的淇县法院干警王玉

柱、孟相勉，分别给予行政开除和限期调离处

分。严肃查处违反审判、执行纪律的人员，７３

人受到党政纪处分，８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教育

警示全省法官，谁损害群众利益、谁践踏法律尊

严，就让谁付出代价。

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建设富强、

文明、平安、美丽河南提供坚强司法保障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杀人、绑架、

涉黑涉恶等严重暴力犯罪，审结案件 ４６５０件，

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５６４０

人。“性奴案”主犯李浩、故意驾车冲撞人群的

罪犯刘大孬、 “公交车持刀杀人案”罪犯周江

波，被依法判处死刑。依法严惩抢劫、抢夺、盗

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审结案件１７０７６件，判处

犯罪分子２４５６４人。入室抢劫、残忍灭门的罪犯

石心文，结伙抢劫２２次的主犯张四州被判处死

刑。坚决惩处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

众型经济犯罪，审结案件 ７２３件，涉案金额

１６７８４亿元。圣沃投资担保公司王雨，非法集

资９７亿元，致５９８亿元无法追回，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

２９０３名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未成年犯、

老年犯等，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坚定不移惩治贪腐。中央、省委查处腐败力

度空前，人民法院严惩腐败责无旁贷。我们重拳

打击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审结案

件１９５１件，判处犯罪分子２８４０人，其中厅级干

部１３人，处级干部１２３人。以受贿罪判处开封

市原市长周以忠、漯河市原市长吕清海、省烟草

专卖局原局长郑建民无期徒刑；以受贿罪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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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原省委常务副秘书长陈江河、省安监局原党组

书记李永新无期徒刑，判处安阳市原政协主席赵

微有期徒刑十二年。加大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等渎职侵权犯罪的打击力度，审结案件６４８件，

判处犯罪分子１０２６人。

主动服务经济发展。出台服务保障郑州航空

港区、产业集聚区建设指导意见，成立巡回法

庭，审结涉及产业转移、招商引资、土地征收补

偿等案件 １３６４３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设立

１８３个金融审判庭、合议庭，审结融资担保、证

券期货等案件１８１１２件，金额５７３２亿元。开展

定点联系、定向服务，６５８２名法官担任企业联

络员，帮助解决法律问题，审结涉企纠纷

１４１３７９件。积极服务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协调

化解重大矛盾纠纷 ７９件。依法制裁破坏资源、

污染环境侵权、犯罪行为，审结案件 １１２８件。

尝试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审判 “三审合

一”，审结案件 ２７９４件。服务全省开放带动战

略，坚持平等保护，办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及

司法协助事务５６６件。

妥善处理行政争议。坚持维护行政相对人合

法权益、支持依法行政，审结涉及农村土地征收、

城市房屋拆迁、重点项目建设等群体性行政案件

６９３件。加大行政纠纷协调化解力度，５８３９％的

案件以和解、撤诉方式结案，高于全国平均数

９５６个百分点。服务法治政府建设，制作行政审

判白皮书，公开发布食品安全管理、城市建设规

划司法建议书，共提出司法建议３６２条。

强力破解执行难题。开展 “倡导诚信、见

证执行”活动，邀请代表委员全程参与，监督

执结案件２１５８件，金额８４３亿元。建立失信被

执行人 “黑名单”制度，公开曝光１７７０人，限

制高消费、限制出境 ９９９人 （次），司法拘留

１８６人，对恶意转移财产、抗拒执行的 ６７名

“老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１１７３人慑于法律和

舆论压力主动履行义务。按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

署，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清理活动，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执结积案１２１９件。成立

执行指挥中心，与银行、工商、公安等２３个部

门联网查询、联手协作，成功执结中粮集团、河

南投资集团、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申请执行的

一批重大案件，受到郭庚茂书记、谢伏瞻省长和

最高法院周强院长的充分肯定。

三、忠实践行为民宗旨，保障民生维护民权

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严厉打击

“瘦肉精”、 “地沟油”、 “毒大米”等危害群众

餐桌安全犯罪，对 ２６１人判处刑罚。宗连贵等

２８人生产销售假 “金龙鱼”食用油，被判处十

二年零六个月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２７０４万元，

入选２０１３年全国法院八大典型案例。严厉打击

制售假药犯罪，判处犯罪分子１２３人。判处生产

销售假中药冲剂的罪犯刘德利有期徒刑九年，并

处罚金６０万元，让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付出自

由和金钱双重代价，坚决保护好老百姓的菜篮

子、粮袋子、药罐子。

持续为农民工维权讨薪。连续五年开展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坚持优先立案、

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免收诉讼费，免收执行

费。制作全国首部农民工讨薪题材宣传片 《山

道弯弯》，在火车站、汽车站循环播放，为农民

工讨薪支招打气。与河南电视台联合推出 《老

赖哪里逃》栏目，１８３个法院微博联动配合，营

造全社会声援农民工、谴责欠薪的强大舆论氛

围。果断动用刑罚，对杨传峰等１６名恶意欠薪

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年共为１９８０４人追回劳

动报酬４３２亿元，让农民工兄弟有尊严地劳动、

有体面地生活。

加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坚持每年开学

第一天上 “第一堂法制课”，广大法官走进２８００

多所中小学校，举办法制讲座、模拟法庭 ３５００

余场，受教育学生３９万余人。在全省中小学建

立的 “一校一法官”制度，被中央综治办、团

中央评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最佳事例

奖。拍摄 《我想叫声妈妈》等法制微电影６部，

制作 《成长路上，我们与法同行》漫画口袋书

１０万余册，发到在校中小学生、农民工子弟和

留守儿童等未成年人手中，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筑

起了法律的屏障。严厉打击拐卖儿童和收买被拐

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判处犯罪分子２７５人，２８０

名儿童重回父母怀抱。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

罪，对奸淫、猥亵４名幼女的李孝良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对强奸１２名中学生的杨学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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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１０名小学生的李新功判处死刑，坚决斩断伸

向孩子们的黑手。

妥善化解涉诉信访难题。畅通信访渠道，对

来访群众做到 “一句暖言、一杯开水、一个承

诺”，共接待信访群众２２４００余人 （次），处理

涉诉信访案件１５０００余件。开展 “法官大回访”

活动，坚持带案下访、巡回接访、判后回访，化

解难案老案８７４件。加强源头治理，诉前调解、

诉讼调解结案１８万余件，确保案结事了。经过

努力，我省涉诉进京上访总量下降３１３２％。

积极开展涉军维权。开展 “送法进军营”

活动，举办法制讲座 ９４场，组织观摩庭审 ６４

次。拓宽涉军维权渠道，已建成１８３个涉军合议

庭，１７个涉军社会法庭，１６１个巡回法庭和服务

站，化解涉军纠纷６４８件，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

益，推动军地军民融合发展。

四、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提升司法公信力

全方位深化司法公开。率先实现三级法院裁

判文书上网，六年共上网文书６０万余份，点击

量超过５０００万次，被最高法院在全国推广。周

强院长评价，“河南裁判文书网已经成为国际法

学界研究我国司法制度的资源 ‘富矿’”。扩大

“豫法阳光”微博影响力，粉丝数量突破 ６５０

万，处理网民诉求４８万余件，被最高法院评为

“全国十大法院微博”第一名。积极推行庭审过

程网络视频直播，直播案件 ４５万余件，３６４８

起案件实现 “三同步两公开”，让审判权在阳光

下规范运行。

创新减刑假释案件办理机制。成立全国第一

个独立建制的减刑假释审判庭，推行开庭审理、

裁前公示，选择典型案件直播庭审过程，１０３０８

件案件实现公开审判。严格规范涉黑犯罪、职务

犯罪、金融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实行裁前报

告、裁后备案制度，被最高法院在全国推广。

探索推行新型合议庭制度。为解决合议庭权

责不明、合而不议等审判权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我们在３６个法院试行新型合议庭制度，构建以

主审法官为中心的审判团队，变人人平均办案为

优秀法官办案，变承办人 “一人说了算”为合

议庭共同负责、集体把关。该制度实行以来，合

议走过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案件质效有了明显

提升，新型合议庭结案时间平均缩短了 １５天，

服判息诉率提高近５个百分点。

拓展社会法庭覆盖面。目前全省共建立社会

法庭 ２２６０个，调处纠纷 ２２万余件。其中，交

通、医疗、物业、少数民族等特色社会法庭１９０

个，银行业、保险业、涉外商事、知识产权等行

业社会法庭１７个，选任１６１８名专业人士担任社

会法官，高效便捷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６９０５件，

受到当事人及相关单位的好评。

五、严格落实错案责任终身追究，筑牢公正

司法制度底线

不受制约的司法，必然导致权力滥用。为规

范审判权正确行使，我们率先在全国实施错案责

任终身追究制度，凡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错

案的，不论调整到哪个岗位，不论在岗还是离

职，主审法官都要终身负责；凡是疏于管理监督

导致错案的，相关领导干部都要被严肃问责。去

年下半年，在中央政法委出台政法干警办案质量

终身负责制后，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机制。一

是线索收集机制。成立举报中心，公布２４小时

举报电话、电子邮箱，主动从发回改判、媒体曝

光、代表委员关注案件中发现问题，收集错案线

索。二是错案认定机制。引入第三方核查，邀请

法学专家、资深律师、退休法官组成评查小组，

对错案线索逐条审核，初步确认的提交审判委员

会认定。三是责任追究机制。办错案的法官，属

于法院在职人员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调离法

院的，建议所在单位问责；已经退休的，降低、

取消相应待遇。目前，已有１０名法官、７名领

导干部被追究错案责任。该制度的实施，倒逼法

官时刻牢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人民利益重于泰

山，要一辈子办公正案、办干净案，一辈子做有

良知、敢担当的法官。

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确保法

院正确发展方向

更加注重报告工作。凡法院重要工作部署、

重大改革举措、重点案件审判，均及时向省委、

省人大、省政协报告。去年，省法院就全国第六

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向省委常委会作专项汇

报，就刑事审判向省人大常委会作专项报告，就

司法公开、执行积案清理等向省委、省人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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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书面报告。每周发送 “豫法阳光报告”彩

信，通报工作情况，方便代表委员行使监督权。

更加注重接受监督。去年省 “两会”向法

院交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２１件，政协委员

提案５项，目前已全部办结，并向４６位代表委

员进行了答复，代表委员均表示满意。共受理代

表委员关注案件２０３１件，已办结１７６３件，代表

委员满意的１７５２件，不满意的１１件。对尚未办

结和不满意的案件，我们将逐案督办、逐案沟

通，努力得到代表委员的理解。

更加注重联络沟通。深化 “一对一”结对

联络，三级法院与每一名省人大代表建立了固定

的联络关系。深入１８个省辖市开展集中走访活

动，主动上门联系代表委员。赠送专用信封，所

有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问题均可直达省院

院长。邀请５５００余名代表委员视察座谈、旁听

庭审、参与调解、见证执行，得到代表委员的全

力支持。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省高院团结带领全

省法院，砥砺奋进，务实苦干，刑事审判、少年

审判、执行工作、减刑假释、司法公开等成为全

国法院工作亮点。５８个集体和个人受到国家级

表彰，８２个集体和个人受到省部级表彰。他们

中，有洛阳栾川法院王海涛，坚守高山法庭１３

载，一双脚板踏遍１９４个村庄的沟沟坎坎，百姓

称他为 “农民庭长”；全省 “办案状元”、郑州

高新区法院李建涛，年结案７００余件，台历中从

无休息日、本子上排满案件表；商丘中院张晓

华，路遇车祸出手搭救，倾囊相助不留姓名，引

发 “全城找人”的感人景况；信阳固始法院方

俊裔，虽到退休年龄，却放不下对诉讼群众的牵

挂，冒雨下乡办案返回路上，突遇山洪以身殉

职。他们是忠诚履职的先进代表，是亲民爱民的

时代楷模。

成绩的取得，是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有力

监督，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政法部门及社会各

界关心支持的结果。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

法院工作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

们解决了许多困难和问题。在此，我代表全省法

院，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各级党委、

人大、政府、政协，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

人民团体，向驻豫部队和武警官兵，向政法部

门、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法院工作还存在一些

问题：一是案件质量效率仍然不高。少数案件认

定事实不清，审查证据不严，适用法律不准，一

些案件随意延长审限，几次发回重审，群众意见

很大。二是涉诉信访总量仍在高位徘徊。前清后

积、边清边积的问题尚未根治，全省法院赴京上

访案件还有３５４０多件。三是执行难问题远未解

决。一些案件久拖不执，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不

能及时兑现，“法律白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四是司法作风仍需改进。个别法官对当事人

态度生硬冷漠，对群众诉求敷衍塞责，少数法官

工作不负责任，判前不释法、判后不答疑，案结

事不了。五是司法能力还不够强。有的法官不理

解立法精神，不了解社情民意，判决结果违背社

会基本常识；有的裁判文书说理不清，晦涩难

懂，当事人看不明白。六是法院管理还不够严。

个别法院纪律松弛，管理松懈，群众满意度不

高。七是司法不廉问题仍有发生。少数法官利用

审判权、执行权搞权钱交易、枉法裁判，甚至故

意压案不办，等人送礼说情，严重损害法院形

象。对以上问题，我们将认真整改，也恳请各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继续给予监督、批评。

２０１４年的工作意见

各位代表，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司法改革的崭新篇章。

２０１４年，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最响亮的声音
是改革，人民法院面临的机遇千载难逢，挑战前

所未有。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总目标，着力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为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

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全面深化改革保

驾护航。保障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是全省法院的

首要政治责任。我们将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

市场经济秩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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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态势，推进平安河南建

设。严肃惩治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既打 “老虎”

又拍 “苍蝇”，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与港

区建立直通车制度，发挥港区法院作用，妥善审

理涉及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融结算等新型案

件，助力航空港建设。密切关注新型城镇化推进

中的矛盾纠纷，审理好农村土地流转、城中村改

造、房地产开发等案件，为城乡一体协调发展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

二、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

的司法制度。坚持党的领导，是司法改革免入歧

途、少走弯路的根本保障。我们将按照中央十八

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省委的领导下，从省以下

人财物统一管理、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完善司

法人权保障三个方面，加强调研论证，着力解决

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加快建设省直属中

级人民法院，直接监督指导１０个省管县 （市）

法院，支持省直管县改革顺利推进。向最高法院

申请成立郑州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知识产

权案件，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改革审判委员会制

度，继续推行新型合议庭，完善主审法官、合议

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

线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

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罪坚决判

刑，无罪坚决放人。

三、始终坚持司法为民，把群众最关切的事

办好。建立微博、微信、微视 “三微一体”便

民互动平台，为群众预约立案、案件查询、投诉

举报提供网上全程服务。推动涉诉信访法治化改

革，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疏导到

位，生活困难的帮扶到位，让老百姓 “屈死不

告状”成为历史，让 “打官司上法院”成为常

态。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活动，每月公布一

次 “赖账户”黑名单，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

耻的社会氛围。积极参与省委、省政府部署的蓝

天工程、碧水工程、乡村清洁工程，发挥刑罚威

慑力，合力解决城市雾霾、水土污染、食品安全

等重大民生问题，依法保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呵护好中原大地绿水清山。

四、大力推进阳光司法，实现审判公开透

明。在三级法院官方网站公布法院地址，公开庭

长、审判长、主审法官姓名及联系方式，让打官

司群众能找到法院的门、见到办案的人。加大裁

判文书上网力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个

例，不上网的案件要经过严格审批。探索诉讼资

产网上司法拍卖，借助网络透明度，杜绝串标围

标、违法执行等暗箱操作。开通执行短信发送系

统，当事人不来法院就能了解案件执行进展。大

力推进减刑假释裁判过程公开，省法院三分之

二、中级法院二分之一以上的减刑假释案件实现

开庭审理。实施人民陪审员数量 “双倍增”计

划，重大疑难案件和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邀请

普通民众组成人民观审团参审，让群众切实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五、正风肃纪反腐治贪，凝聚司法正能量。

法官队伍建设是法院工作的 “牛鼻子”。我们将

全面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各项要求，认真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意见，开展

司法作风大检查，公布举报电话，凡因庸懒散

奢、冷横硬推、吃拿卡要被举报的，立即停职核

查，情节严重的，一律清除出法官队伍。完善司

法巡查、案件评查、明察暗访等工作机制，对易

产生腐败问题的关键部门和风险岗位，设置

“隔离墙”、通上 “高压电”，打造严密结实的

“制度铁笼”。严格落实 “十条禁令”，以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决心，以动真碰硬、敢于亮剑的

精神，严肃查处既想有法官的荣耀、又想发不义

之财的害群之马，让贪腐行为无处遁形，让腐败

分子无处藏身。

六、主动接受党的领导、人大监督，推动人

民司法事业健康发展。牢牢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

绝对领导，站稳脚跟执法，挺直脊梁办案，确保

“刀把子”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自觉遵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一

次专项工作，每半年汇报一次整体工作，每周通

过 “豫法阳光报告”向代表委员通报工作。开

展定期走访活动，三级法院联络员全年面对面征

求代表委员意见不少于两次。开通专用电子邮

箱、微信群，方便代表委员随时反映问题。认真

办理代表委员关注案件，凡不满意的，全部由省

法院督办，全部邀请代表委员监督办理，全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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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沟通答复，真心诚意对代表委员负责。

各位代表，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的永恒追

求，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是

人民法官的政治本色。我们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省政

府、省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铸造一支

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

风过硬的新时期人民法官队伍，坚决贯彻本次大

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踏踏实实，奋力工作，为推

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宏伟事业做出更

大贡献！

附件１

有关用语说明

马锡五审判方式 （见正文第２页第１１行）：

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同志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

院陇东分庭庭长时创造的审判方式。主要特点：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了解案情；依靠

群众、尊重群众意见；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

便；坚持原则，依法办事。２００８年，河南法院

在全国率先提出大力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

便民 “小黑板” （见正文第２页第１９行）：

省法院推行的便民措施。在全省人民法庭醒目位

置悬挂 “小黑板”，注明法官姓名、联系方式、

当日工作动态等，并预留留言位置，方便群众

诉讼。

廉政亲情寄语 （见正文第 ３页第 １３行）：

廉政文化建设的一种方式，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在全

省法院推行。由干警的父母、配偶或子女书写廉

洁司法的期望话语，统一制作后悬挂于干警办公

室的墙壁或摆放在办公桌上，用亲情的力量时刻

警示鞭策干警自省自律。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郭

庚茂书记视察省法院时，对廉政亲情寄语给予充

分肯定。

性奴案 （见正文第４页第１行）：即李浩强

奸、故意杀人、组织卖淫、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非法拘禁一案。被告人李浩在其住处地下室开挖

地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９月，先后将６名

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并杀害两人。一、二

审法院判处其死刑，已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刘大孬危害公共安全案 （见正文第４页第２

行）：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一拆

迁公司，在按要求对南刘庄村已同意拆迁的房屋

进行拆除时，刘大孬驾驶货车阻拦相关人员进入

施工现场，并多次冲撞在场群众，致４人死亡、

２人重伤、５人轻伤、８人受伤。一、二审法院

判处其死刑，已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公交车持刀杀人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２

行）：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被告人周江波为泄私

愤，携带尖刀登上安阳市区 Ａ１路公交车，在抢

夺方向盘、意图造成公交车与迎面驶来的大货车

相撞未果后，持刀对车内乘客乱捅乱刺，造成３

人死亡、４人重伤、１１人轻微伤。一审法院判处

其死刑，经省法院复核同意，已上报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

石心文抢劫灭门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５

行）：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１日晚，石心文在平顶山市

石龙区某村其干女儿刘某某家留宿，实施盗窃被

发现后，将刘某某一家四口人及留宿的梁某某杀

害，并致留宿的李某某重伤。一、二审法院判处

其死刑，已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张四州抢劫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５行）：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７月，张四州伙同他人以

农村留守人员为主要侵害对象，在永城市深夜持

刀入户抢劫２２次，抢劫财物价值２４３９０元，致

１人重伤，并强奸妇女５人。一审法院判处其死

刑，经省法院复核同意，已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

王雨集资诈骗案 （见正文第４页第７行）：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９月，被告人王雨以高额利息

为诱饵，以个人或圣沃投资担保公司名义非法集

资９７０８４１８３万元，其中 ７７００１４６万元未能兑

付，案发后追回１７２２７４８万元，造成实际损失

５９７７３９８万元。根据法律规定，王雨集资诈骗

数额为７７００１４６万元，考虑到其归案后如实供

述主要犯罪事实，法院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

周以忠受贿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１４行）：

周以忠在担任南阳市委副书记、开封市市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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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土地规划出让、拨付经费

及人事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共非法收

受人民币９５１５万元、美元５５２万元、欧元８１

万元、港元１０万元、加元１万元、购物卡７万

元、手表两块价值２７２２万元。法院判处其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吕清海受贿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１５行）：

吕清海在担任周口市副市长、神马集团董事长、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

便，在职务调整、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９０３１万元、港币２００万元、美元１９万元、金

条、汽车等物品价值８２万余元。吕清海到案后

全部退赃，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１５０万元。

郑建民受贿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１５行）：

郑建民在担任新郑卷烟厂厂长、省烟草公司副总

经理、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现金、

购物卡、照相器材、手表、房屋、金条等折合人

民币２８２２３５万元，另收受美元３５８万元、欧

元１１２万元，索取他人人民币６５万元。法院判

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

陈江河受贿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１６行）：

陈江河在担任杞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

记，开封市委常委、秘书长，省委副秘书长、常

务副秘书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７２６２２万元、美

元８０００元、购物卡 ９１万元、手表 ５块价值

３１５９万港币。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永新受贿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１７行）：

李永新在担任鹤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他人财物

４０７０６万元，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４７９９万元；

侵吞公共财物合计 ２９０４万元；挪用公款共计

６４５０万元。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以挪用公款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决定判处其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该案现正在二审中。

赵微受贿案 （见正文第 ４页第 １７行）：赵

微在担任安阳市委副书记、安阳市政协主席期

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

共计人民币４７３万元、欧元２万元、轿车一辆价

值２８１５万元。赵微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

全部退赃，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

收个人财产１００万元。

知识产权 “三审合一” （见正文第５页第６

行）：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

全部集中到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河南高院

是全国５个试点高院之一。

行政相对人 （见正文第５页第９行）：是指

与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相对应的一方当事

人。行政相对人进入诉讼程序后，成为行政诉讼

的原告，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成为被告。

行政审判白皮书 （见正文第５页第１３行）：

即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主要内容是人民

法院对上年度审理的行政案件进行全面梳理，总

结行政案件的总体情况及特点、规律，分析行政

机关败诉原因，并对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促进依法行政提出建议。

失信被执行人 “黑名单”制度 （见正文第５

页第１７行）：主要是将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的被执行人，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曝光，并向政府

相关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通报，在高消

费、出境、招标投标、行政审批、融资信贷、市

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其进行限制。

中粮集团申请执行案 （见正文第 ６页第 １

行）：中粮集团申请执行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经法院多次组织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被执行人一次性支付执行款，该案得

以圆满解决。国务院国资委专门向最高人民法院

致信感谢，并表示将加大在河南的投资力度。

河南投资集团申请执行案 （见正文第 ６页

第２行）：河南投资集团申请执行中国昊华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案，省法院在两次依法冻

结、扣划被执行人持有股份的情况下，考虑到强

制执行会导致国企失去对大型企业的控股地位，

影响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时变更强制措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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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做和解工作，促成双方握手言和并自动履

行，并达成了新一轮合作意向。

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申请执行案 （见正文

第６页第２行）：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申请执行

常州诺亚科技有限公司一案，执行过程中，法院

依法冻结了该公司持有的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

有限公司１１０万股股权，时值股市变幻不定，为

达到既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又最大限度避免给

被执行人造成损失的效果，法院与当事人协商选

择处置股权最佳时机，以当时股市最高价成功变

卖股权，双方当事人均很满意。

宗连贵等２８人制售假食用油案 （见正文第

６页第７行）：宗连贵伙同他人从２００８年８月至

２０１１年９月，制售假冒 “金龙鱼”等注册商标

的食用油，涉案金额达２０００余万元。法院以假

冒注册商标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罪，判处宗连贵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其他

２７名被告人也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处罚金

总额２７０４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评价，该案的犯

罪数额之高、危害之深、影响之广、判处的罚金

之高，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罕见，体现了人

民法院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精神。

三同步两公开 （见正文第８页第９行）：我

省法院推进阳光司法的创新举措。即开庭审理

时，同步录音录像、同步记录、同步显示庭审记

录，公开展示庭审证据、公开展示适用的法律

法规。

社会法庭 （见正文第９页第１行）：全省法

院参与创新社会治理的一项尝试，主要是按照

“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司法推动、社会参与”

的原则，聘请在乡村德高望重、热心公益、有较

高解决纠纷能力的群众，或行业协会、商会、企

业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社会法官，依

据法律法规、乡规民约、行业惯例、道德伦理、

人情大义等自主、自治协商调处民间纠纷。

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见正文第９页第８

行）：省法院２０１２年４月出台制度规定，对因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办错案的法官，不论是升职、离

岗、辞职、退休，都要追究责任。构成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情形有：违反规定私自办理案件或内

外勾结制造假案；毁弃、篡改、隐匿、伪造证据

或指使、帮助他人作伪证；私自制作诉讼文书，

或违背合议结果、审判委员会决定制作诉讼文

书，或因重大过失导致诉讼文书主文错误，造成

严重后果；汇报案情时故意隐瞒主要证据、重要

情节，或提供虚假材料；故意违反法律规定采取

强制措施，或采取强制措施有重大过失，造成严

重后果的等等。

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 （见正文第１３页第

１３行）：见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３２条： “改革司法管

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

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

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知识产权法院 （见正文第 １３页第 １７行）：

见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第１３条：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

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

产权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利于健全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国家区域性专利审查协作中心落户郑州，是

我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有利条件。

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 （见正文第

１３页第１９行）：见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３３条： “改

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

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全省

法院正在推行的新型合议庭制度，是落实主审法

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有益尝试。

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 （见正文第１３页

第２１行）：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１２条规定，

无罪推定是指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

都不得确定有罪；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 １９５

条规定，疑罪从无是指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

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

成立的无罪判决。

人民陪审员数量 “双倍增”计划 （见正文

第１４页第２１行）：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实现人民陪审员数量翻一番的 “倍增计划”。为

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走进司法、了解司法、监督司

法，省法院决定实施 “双倍增”计划。目前，

已经在全国率先完成了 “倍增计划”，２０１４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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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将再增补１万名。

人民观审团 （见正文第１４页第２２行）：省

法院为推进司法民主化、大众化，在人民陪审团

试点的基础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思路采取的一

项创新举措。主要运作模式是，组建以普通群众

为主的人民观审团成员库，在审理案件时，随机

选取９—１３人，组成人民观审团旁听案件庭审，

并对案件处理发表意见，为法院裁判提供民意

参考。

十条禁令 （见正文第 １５页第 ９行）：省法

院为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制定的十

条铁律。内容为：严禁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偏袒

一方当事人；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辩护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所送礼金、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等钱物；严禁利用职权和工作上的便利

参与营利性活动及违反规定为配偶、子女及其他

特定关系人在就业、投资入股、经商办企业等方

面谋取不正当利益；严禁为案件当事人推荐、介

绍律师或代理人，向律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其他利害关系人借用钱物，要求其报销各种费

用；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

违规为案件当事人推荐、指定资产评估、拍卖机

构；严禁违反规定插手过问职务外案件，干预下

级法院办案；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

密；严禁滥用戒具，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或对当

事人采取冷、横、硬、推、拖等不负责任的态

度；严禁酒后驾车、开庭、执行公务及在工作时

间饮酒；严禁使用警 （公）车旅游、参与婚丧

嫁娶、高消费娱乐活动及其他公车私用行为。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蔡宁检察长所作的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会议肯定了省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１４年工作安排意见。会议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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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蔡　宁

各位代表：

我代表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

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

意见。

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省检察机关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遵循

规律、理性司法、务实发展，全面实施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各项检察工作保持了健康发展态势。

一、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的期待，着力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打击刑事犯罪保障群众安全。坚持把

维护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

罪嫌疑人 ４７１９０人，提起公诉 ８７０９９人。与公

安、法院密切配合，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危害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共批捕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重大侵财

犯罪２４２５６人，起诉３８０２７人，有力震慑犯罪分

子。依法惩治利用网络实施的造谣、敲诈勒索、

诈骗等犯罪，维护网络社会安全。坚持重大案件

提前介入、挂牌督办、跟踪指导，严格把关，对

“８·１９安阳市公交车恶性杀人案”等严重影响

社会治安的重大案件依法快捕快诉，对省委政法

委督办的２０起涉黑案件，集中力量办理，１７件

已于去年年底前依法提起公诉。

（二）坚持宽严相济促进社会和谐。积极推

行轻微刑事案件非羁押诉讼制度，共对涉嫌犯罪

但无社会危险性的７４５４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对经审查认为不构成犯罪的８８９人作出不批准逮

捕决定；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较小的

２６５９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

法规定，探索开展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７７２人次，保障在押人员

合法权益，减少社会对抗，增进社会和谐。

（三）加强源头治理化解矛盾纠纷。落实执

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在办案各个环节强化

释法说理，增强化解社会矛盾效果。落实检察长

接待日、首办责任制、点名接访等制度，健全依

法处理涉检信访问题工作机制，化解涉检信访积

案１７６件，在信访总量上升的情况下，涉检赴省

进京访下降７５％和５３８％；开展司法救助，协

调有关方面救助刑事被害人９３７人。落实执法办

案三个层次目标要求，在把案件办准、办好的基

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先后就规范户籍管理、加

强校园安全和校车安全管理、整治矿山资源税费

征管秩序、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等，向省有

关部门提出建议或共同出台相关措施，促进社会

治理。

二、顺应人民群众对廉洁政治的期待，着力

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

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坚持有案必查、

有腐必惩，既打 “老虎”又打 “苍蝇”，充分发

挥省市两级检察院带头办案作用，充分发挥侦查

信息化、装备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共立案侦查职

务犯罪案件２８５２件４１５７人，有力推进了反腐倡

廉工作。

（一）突出查办贪污贿赂犯罪大案要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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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犯罪２０５４

件２８６１人，其中大案１６６７件，县处级以上干部

１７９人，内有省部级干部１人，厅级干部１９人。

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４５９亿元。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我们查处了广东省委

原常委、统战部长周镇宏受贿案；直接查处了中

隧集团原董事长郭大焕、原总经理张继奎、平顶

山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祝义方等贿赂案；配合省

纪委查处了安阳市委原书记张笑东、政协原主席

赵微等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体现中央、省委

反腐决心，彰显反腐成效。

（二）持续加大反渎职侵权工作力度。共立

案侦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渎职侵权犯罪７９８

件１２９６人，其中县处级干部２０人，重特大案件

６８６件。加强对重点领域渎职犯罪案件查办工

作，部署开展惩治滥发淘汰落后产能奖励资金、

随意提高建设用地容积率等渎职犯罪专项活动，

立案侦查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受贿犯罪

１２４人；结合办案开展预防调查，发现和纠正涉

容积率问题５０９个，督促补交土地出让金９５８

亿元。坚决查办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

犯罪，立案侦查涉嫌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索贿

受贿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５４７人、司法人员８５

人。与省高级人民法院会签 《关于在办理渎职

侵权刑事案件中严格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座谈纪

要》，共同解决渎职侵权类案件缓免刑判决比例

偏高问题。

（三）不断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加强个

案预防，针对所办案件，召开座谈会，分析发案

原因，提出检察建议，促进案发单位完善管理制

度。省检察院提出的加强对云台山风景区管理的

检察建议，引起省人大常委会重视，《河南省云

台山景区保护条例》采纳了相关内容。加强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同步预防，通过提供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参与施工过程监督

等，促进工程优质、干部清廉。全省检察机关共

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１８万余次，在郑州地铁、

南水北调等２０８８个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同步

预防。加强重点行业系统预防，结合所办案件，

开展专题调研，分析犯罪规律，向主管部门提出

改进管理的检察建议，推进行业治理。省检察院

结合查处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列案件，开展 “转

圈粮”专项预防调查，查出 “转圈粮”２８亿

斤，涉及粮食资金７亿多元，提出完善国家粮食

收储管理体制机制建议，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重

视，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

预防宣传，组织廉政公益广告评选活动，发挥全

省１７２个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作用，推进

廉政教育进党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

乡村，开封、濮阳等６个警示教育基地被评为全

国检察机关 “百优”教育基地。

三、顺应人民群众对富民强省的期待，着力

服务科学发展

（一）自觉服务企业发展。着眼更好服务我

省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引导全省检察干警牢固树

立 “服务大局首先就是服务发展，服务发展重

点就是服务企业”的理念，积极作为、跟进服

务，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组织开展服

务企业发展调研，了解企业司法需求，查找服务

工作薄弱环节；专门召开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企业

发展座谈会，进一步明确检察工作服务企业发展

的具体措施，为企业发展创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出台或完善服务企业发展的意

见、向产业集聚区派驻检察室、建立服务企业联

系人制度、与相关行业协会建立联系制度等，努

力做到主动服务。检察机关服务企业做法，受到

党委政府肯定和企业欢迎，南阳市委市政府专门

发文，推广市检察院服务企业做法。

（二）依法服务保障现代市场体系。参与整

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共批准逮捕涉嫌金

融诈骗、非法经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强

迫交易等犯罪 ２９０９件 ４１１０人，提起公诉 ４８９１

件７４４５人，推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批准逮捕涉嫌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１８０人，起诉３４５人。立案查处国有企业工

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６６７人，结合办案开展法制

宣传、提出完善制度建议，推动企业规范经营决

策、健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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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着力提升服务效果。坚持站位全局，

自觉把执法办案工作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审

视和判断，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案件坚决查办，查

案会对大局有不利影响的慎办、缓办；坚持

“五个并重”，同等保护各种所有制合法利益，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

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坚持规范服务，正确

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

制措施，灵活把握办案时机，尽量避免办案对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省检察院在

办理中加集团公司董事长李某涉嫌行贿案时，发

现其正在与舞钢公司洽谈５１亿元股权转让、合

资兴建舞钢冶金公司事宜，在保证诉讼正常进行

的情况下，省检察院决定对李某取保候审，最终

双方达成合作协议，维护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四、顺应人民群众对权益保障的期待，着力

保障改善民生

（一）履行打击职能维护民生民利。开展危

害民生刑事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监督行政执

法机关移送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卫生教育、劳动

保障、假种子假化肥等危害民生刑事案件３１５件

４０２人。着眼维护合法财产权益，依法打击集资

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行为，认真做好

追赃挽损工作。着眼保障舌尖上的安全，配合公

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对 ４批 １２２起生产销售

“毒豆芽”、“病死猪肉”等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

件挂牌督办，依法批捕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

１２４６人，起诉２６７１人。着眼保护生态环境，积

极参与专项治理，加强环境执法监督，共批准逮

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２１９人，起诉１７２１人。商

丘、南阳两市检察院专门出台发挥检察职能服务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二）严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职务犯罪。

开展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

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加强举报宣传，畅通群众举

报渠道，受理群众举报９９００件，立案侦查新农

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等 “三农”领域职务犯

罪３８７件５９３人，立案侦查食品药品安全、生态

环境领域职务犯罪 １８７件 ２９０人，立案侦查教

育、就业、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征地拆迁等

领域职务犯罪１１８２件１７０６人。安阳市检察院结

合办案，对国家基本卫生公共服务项目资金执行

状况进行专题调查，针对发现的挤占挪用专项资

金、虚列开支等问题，向市政府发出检察建议，

引起重视，在全市开展专项清查活动，推动这一

民生政策落实。

（三）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健全捕诉监

防一体化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构，推行亲

情会见、监护人到场、犯罪记录封存等办案机

制，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批

捕涉罪未成年人同比下降１６６％。坚决打击性

侵中小学生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

罪，保护其合法权益。省检察院与省教育厅联合

下发 《关于校园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与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密切配

合，建立６５个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基地，选派

１８００余名检察官兼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开展

关爱青少年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到郑

州、许昌等地检察机关专题调研 “蓓蕾５８０”救

助模式、“苗雨行动”，给予充分肯定。

五、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着力

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权威

（一）依法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坚持打击犯

罪与保护人权并重，对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１２９１件，对不应当立案而立

案的，监督撤案 ８００件；追加逮捕犯罪嫌疑人

２３０６人、追加起诉被告人２９９６人；对认为人民

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

４２３件；依法监督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违法

问题４９３７人次。省检察院追诉的重大漏犯侯朝

军，被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７个

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案追诉的３３

名犯罪分子也分别被判处１至１６年有期徒刑。

（二）依法加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适应修

改后民事诉讼法要求，建立受理与审理分离和衔

接机制、提出抗诉后跟进监督机制，依法清理积

案４５７件。对认为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民事

行政裁判提出抗诉３９９件，对认为裁判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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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５７９件，维护司法

权威；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１３８１件，法院采纳

１１９４件。认真履行对诉讼程序、民事调解和民

事行政执行违法的监督职责，督促纠正违法

行为。

（三）依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推进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加强 “两法衔接”信

息共享平台建设和使用，开展调查处理举报、建

议移送案件、立案监督等工作，共督促行政执法

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２７９件３６１人，纠正了一

批行政违法行为，促进了依法行政、规范执法。

（四）严防冤假错案发生。贯彻疑罪从无，

与法院、公安机关共同依法妥善处理李怀亮案

件。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出

“五个决不能”要求，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安

厅、司法厅会签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

证据的实施细则 （试行）》等７个规范性文件，

强化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坚守防止冤假

错案底线。在省委政法委组织协调下，牵头与公

安、法院、司法联合开展诉讼困难的久押不决案

件专项清理活动，３年以上久押不决案件已依法

清理９６％。

六、顺应人民群众对阳光司法的期待，着力

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

（一）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协

民主监督。坚持重要工作和事项及时向省委、省

人大常委会请示报告，郭庚茂书记、谢伏瞻省长

专程到省检察院视察指导工作，省人大常委会专

题听取和审议全省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报

告。省检察院认真办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和省

人大常委会转办交办案事件３８件，做到办前沟

通、办中反馈、办后回访、件件落实。坚持三级

检察院领导联系人大代表制度，定期向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通报检察工作重要情况，加强经常

性联系。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

同志十分重视支持检察工作，经常听取汇报，给

予批示和肯定。焦作市人大常委会去年作出了

《关于加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

（二）深入推进检务公开和司法民主建设。

落实权利义务告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公开听

证、公开答复制度。完善检察门户网站功能，推

进检察微博建设，定期编发检察手机报，适时召

开新闻发布会，与新闻媒体联办专题栏目，及时

通报情况，主动回应网络关切。利用检察专线

网，组织三级检察院同步开展以 “心系民生、

服务群众”为主题的 “检察开放日”活动，四

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代表、群众代表、

网民代表４０００余人参加，代表们通过实地察看

办案区、信访接待室，听取省检察院工作通报，

观看检察机关服务群众工作专题片，积极为检察

工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建议 ８００余

条。按照 “依法、全面、及时、规范”要求，

作为全国五个试点省市之一，省检察院和郑州、

许昌、南阳三市检察院启动了深化检务公开制度

试点工作，公开内容拓展到执法办案全过程，公

开形式延伸到新媒体，群众可以通过检察门户网

站、“一站式”检务公开大厅、案件查询系统等

平台，随时随地了解、参与、监督检察工作。深

化人民监督员制度、特约检察员和专家咨询制

度，建立与律师协会的联系机制，自觉接受社会

监督，真正让人民监督检察权，让检察权在阳光

下运行。

（三）持续强化执法办案监督制约机制。推

进案件集中管理机制改革，所有案件实行统一受

理、全程管理、案后评查、综合考评，对办案期

限、办案程序、办案质量进行同步管理、监督和

预警。重点加强对职务犯罪查办工作的监督制

约，发挥检察技术的支持保障作用，严格执行审

查逮捕上提一级、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制度，规

范执法行为。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年活动，完

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等制

度，规范权力行使。

七、顺应人民群众对过硬队伍的期待，着力

加强高素质检察队伍建设

（一）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按照中央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

治病”的总要求、省委 “一学三促四抓”和

“六问六带头”工作部署，聚焦 “四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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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检察院认真抓好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

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环节，

做到 “三个坚持”。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增强改进作风、

践行群众路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坚持把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作为查摆剖析的重点，通过深入基

层调研走访、剖析典型事例、分析网络热点、真

诚谈心交流，省检察院共征求到意见建议２６０余

条，院党组和机关各支部分别召开民主生活会和

专题组织生活会，认真对照检查，严肃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坚持上下联动抓整改，省检察院领

导班子细化９方面整改措施，开展会议发文、节

庆活动、清理办公用房、“三公”经费支出等专

项治理活动，制定出台 《关于切实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意见》等１８项制度，从

源头上防止作风不正、不实、不廉的问题，去年

省检察院 “三公”费用下降１３％。

（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健全领导班子集

体学习、研讨交流制度，提高领导班子的学习

力。坚持遵循规律、科学发展，建立重大问题调

研制度，完善党组会、检委会议事规则，规范决

策咨询工作，提高领导班子科学决策力。严格执

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按程序办事，提

高领导班子凝聚力。落实一岗双责，严明政治纪

律，狠抓督促检查，严肃责任查究，提高领导班

子执行力。克服监督重一般干警、轻领导干部现

象，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提

高约束力。省检察院派员列席１９个市分院党组

民主生活会，对２个市检察院进行巡视，对２个

市分检察院班子进行重点帮扶，４个市分院检察

长到省检察院述职述廉。

（三）加强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出台 《加

强和改进全省检察队伍建设的意见》。分级分类

组织专业培训和全员培训，省检察院举办各类培

训班６１期，培训检察人员８６２４人次，着力提高

检察干警把握政治方向、执行法律政策、做好群

众工作、运用信息化、新媒体时代沟通、廉洁执

法等能力。组织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精品

案件评选活动，注重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５名

干警被评为第三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１３名干

警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业务标兵。

（四）加强检察形象建设。树立 “人人是检

察形象、案案是公正载体”意识，规范执法行

为，推行文明用语、规范用语、禁止用语，提升

检察工作亲和力、公信力。加强和改进新媒体时

代检察宣传工作，实现 “面对面”交流与 “键

对键”沟通相结合，推动检民良性互动，传递

检察正能量。公开招录 ４６５名公务员充实到基

层，完善重点乡镇检察室职能，加强基层检察院

信息化建设，提高基层检察院公正执法能力。省

检察院组织２０个督察组，对全省各级检察院落

实八项规定、执行禁酒令等７个方面情况进行督

察，对督察发现的问题点名通报、限期整改；强

化内部监督，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警１４人。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１１个基层检察院被评为 “全

国先进基层检察院”，１０名检察干警被评为全省

“人民满意十佳检察官”。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全省检察工作取得了

新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各级党委正确领

导、人大依法监督、政府大力支持、政协民主监

督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

省检察机关、全体检察干警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

们也清醒地看到，检察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

难。一是检察工作与大局结合得还不够紧密，在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服务民

营企业小微企业上办法不够多，效果不够好。二

是法律监督职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发现和查处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案件还不够及时有

力，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徇私枉法、裁判不公

以及诉讼程序违法等方面，需要强化措施。三是

一些干警的执法理念存在差距，重实体轻程序、

重打击轻保护、重配合轻制约等落后观念仍然存

在，一些案件质量不高，诉讼效率较低，社会效

果不好。四是检察工作开展不平衡，重刑事轻民

行、重打击轻预防、重办案轻释法等现象还不同

程度存在；一些条件类似的地方，工作力度、工

作成效差距较大；省检察院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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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不强，一些能解决的问题没能得到及时有

效解决。五是在接受外部监督和加强内部监督方

面还有差距，如何更好地依靠群众推进工作，接

受监督改进工作，互动交流提升公信，回应关切

服务群众，还需要下大功夫；有的地方制度落实

“棚架”，队伍管理不严，检察人员违法违纪和

涉检负面网络舆情时有发生，损害检察形象。六

是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修改后 “两法”实施

一年，基层检察院出庭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和省

院、市院二审出庭公诉案件大幅上升，三级检察

院受理民行监督申请上升３９３％，随着涉法涉

诉信访工作的调整，要求监督的案件大量涌入检

察机关，增大了工作压力。上述问题，我们将在

新的一年里积极应对，认真解决。

２０１４年，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省工

作大局，牢记新形势下政法工作肩负的维护社会

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的神圣使命，全面履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责，以

改革的精神，认真做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着力服务 “四个河南”。按照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围绕省委 “三

大国家战略规划”、 “一个载体、三个体系”、

“两项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找准结合点和着

力点，完善服务措施，发挥打击、预防、监督、

教育、保护等职能作用，积极参与、有效服务富

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建设。

（二）着力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围绕改革目

标任务，继续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

度，加强对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依

法保障和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刻领会中央

关于 “宽容改革失误”的精神，认真研究法律

政策适用和新类型案件，正确区分改革失误与失

职渎职、改革探索中出现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

犯罪的界限，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营造保

护创新、宽容失误的改革氛围。按照中央司法改

革部署，积极推进检察改革措施落实，今年将全

面推进涉检信访工作机制、检务公开、检察官办

案责任制、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等四项改革，抓

好省直管县检察体制改革工作，配合推进省检察

院一、二分院建设。

（三）着力维护人民权益。牢固树立以民为

本、执法为民的理念，善于从群众立场分析问

题，让检察工作更好地体现群众意愿。督促市、

县两级检察院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转变司法作风，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立足检

察职能拓展联系服务群众平台，健全群众有序参

与检察工作的方式途径，让群众更方便地监督、

支持检察工作。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

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认同感和满

意度。

（四）着力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严格公正文

明规范执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执法

办案、化解矛盾、服务发展，促进公正司法、依

法行政，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统一业

务应用系统，实现执法办案管理信息化、全程

化、精细化。严格执法办案标准，既坚持疑罪从

无，又坚持 “两个基本”，健全案件质量保障体

系，严防冤假错案。下大力气纠正执法司法突出

问题，继续加强对久押不决案件的监督，健全长

效机制，防止边清边积；组织开展违法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监督，重点加强对职务犯

罪、金融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三类罪犯刑

罚执行情况的监督，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

（五）着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

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

的要求，把信念坚定作为政治灵魂，把执法为民

作为重要的职业良知，把敢于担当作为党性原

则，把清正廉洁作为本质要求，抓好忠诚教育，

加强制度保障，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加大正风肃

纪力度，强化自身监督制约，决不允许对群众诉

求置之不理，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

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努力建设

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检察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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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党的领导、人大监督是做好检察

工作的根本保证，政协和社会各界监督是推进检

察工作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是检察工

作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

自觉坚持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及时向党委、人大

常委会请示报告，认真贯彻执行省委部署和人大

决议，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

深化检务公开，健全接受外部监督机制，努力使

检察工作与时代同步，与发展合拍，与人民群众

同声相应，为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

省的中原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有关用语说明

１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第２页）：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

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

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

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条规定赋

予人民检察院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权、释放或

变更强制措施建议权，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

的一项保障人权、减少羁押的重要制度。逮捕后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目的是防止一捕了之、一押到

底，最大限度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

益，减少不必要羁押，同时可以减轻看守所压

力，缓解看守所在押人员人满为患的问题，节约

诉讼成本。

２执法办案三个层次目标要求 （第２页）：

第十三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提出，执法办案有三

个层次目标：第一层次是 “定分止争，明辨是

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

确、处理适当、程序合法、经得起历史检验，发

挥好执法办案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这是执法办

案的价值追求和基本要求，是所有案件都要达到

的目标，是要求办得准的问题。第二层次是

“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不留后遗症，不发生

新的矛盾和涉检上访，发挥好执法办案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的作用。这是执法办案应当追求的更高

境界，是绝大多数案件都要达到的目标，是要求

办得好的问题。第三层次是 “深化职能，积极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发挥好促进社会建设的作

用。要结合办案，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现一个

地方、一个时期的苗头性、倾向性和根本性问

题，积极建言献策，促进加强社会治理。这是追

求执法办案效果最大化的问题。我们执法办案，

要在把案件办准、办好的基础上，注重深化职

能，认真分析执法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风险漏

洞和制度缺陷，及时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

出对策建议，促进创新社会治理。

３转圈粮 （第４页）：是指前几年一些粮库

在托市收购时，与面粉厂等企业勾结，作虚假交

易，库存小麦在交易过程中并没有离开粮库，原

地 “转了个圈”后，就能为粮库带来一笔新的

财政补贴收入，这部分收入被粮库管理人员侵吞

的情况。 “转圈粮”问题严重损害我国粮食安

全，影响农民种粮收入。

４坚持 “五个并重” （第６页）：２０１３年８

月３０日，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企业

发展座谈会，会议强调，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企业

发展要更加注重平等保护和全面服务，努力做到

“五个并重”：服务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

企业并重，服务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并重，服

务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并重，服务工业企业和农

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并重，服务经济效益较好的

企业和生产经营暂时困难的企业并重，不搞区别

对待，不搞差别服务。

５危害民生刑事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第６页）：是指高检院根据全国 “两会”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

的一项专项立案监督活动，活动从２０１３年３月

开始到１２月底结束。重点打击领域是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违法犯罪猖獗而又长期得不到遏

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安全、卫生、

教育、劳动保障等领域，集中力量解决突出

问题。

６捕诉监防一体化 （第７页）：最高人民检

察院２０１２年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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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 “设立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独立机构的检察院，一般应实行捕、诉、监

（法律监督）、防 （犯罪预防）一体化工作模式，

由同一承办人负责同一案件的批捕、起诉、诉讼

监督和预防帮教等工作”，旨在全面贯彻对涉罪

未成年人的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最大限度地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

度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７“蓓蕾５８０”救助模式 （第８页）：是指

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为做好刑事诉讼中因监护人

涉罪失管未成年人救助工作，探索实施的失管未

成年人调查发现与联动救助 “蓓蕾５８０”模式，

即由该院自侦、侦监、公诉、未检和监所等

“５”个部门调查发现，由区综治办、团委、妇

联、教体局、民政局、卫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等 “８”家单位联合救助，实现涉罪监护

人的未成年子女 “０”失管。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

共对２２７名未成年人作出了失管风险评估，发现

并确定了１１名失管救助对象，并进行了单项或

综合救助，其中司法救助７人、生活救助３人、

教育救助３人、心理救助４人、就业救助２人。

８苗雨行动 （第８页）：是指许昌市检察机

关２０１１年以来开展的一项以因监护人涉罪失管

未成年人为帮扶对象的自发性公益行动。该行动

的发起缘于全市检察机关 “千案大走访”活动

中的一次案件走访：一个３岁小女孩的父亲因家

庭琐事将小女孩的母亲杀死后被判处死缓，小女

孩只能靠年事已高且长期有病的外公外婆抚养。

为让这个残缺破碎的家庭通过检察机关的关爱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市检察院积极协调民政、

共青团、妇联等部门伸出援助之手，由女检察官

协会将机关女检察官编成 ９个关爱小组负责帮

助，为其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并决定一直资

助其到１８岁成年。截至２０１３年底，该院已帮扶

９名因监护人涉罪失管的未成年人。

９“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 （第９页）：

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检察机关与监察机

关、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实行的推进依

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畅通涉嫌

犯罪的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渠道。检察机关与监察

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通过联席会

议、案件咨询、信息共享平台等工作机制，加强

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加强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涉嫌犯罪案件工作，防止有案不立、有案难

立、以罚代刑等问题。

１０五个决不能 （第９页）：２０１３年６月４

日，河南省检察院召开由省检察院班子成员、厅

级干部和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和全国检察机关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座谈会，蔡宁检察长提出要坚持 “五个

决不能”，严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一是转变理

念，决不能违法取证、错误批捕、带病起诉。二

是强化指导，决不能在批捕起诉、一审二审的任

何环节久拖不决、久押不决。三是落实制度，确

保案件质量，决不能让案件先天不足。四是掌握

节奏，依法快速分类处理，决不能刮 “翻案

风”。五是提高能力，决不能再发生新的冤假

错案。

１１深化检务公开制度试点工作 （第 １０

页）：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

机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在黑龙江、上海、河南、四

川、甘肃等五个省市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检务公开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以进一步拓展检务公开范

围、丰富检务公开形式、健全检务公开机制、加

强检务公开保障、强化检务公开效果，将检务公

开延伸到检察执法办案过程，更好地保障人民群

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

权，不断提高检察执法公信力、亲和力和人民群

众对检察工作的满意度。省检察院制定了我省检

察机关深化检务公开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并

决定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旬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省

检察院和郑州、许昌、南阳市检察院及其所辖的

３２个基层检察院开展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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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第１２页）：为加快

检察人才队伍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自２００５年

开始评审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在２０１３年第三批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评审中，全国共评选出８０名

（含高检院机关１３名）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其

中我省有５名。

１３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业务标兵 （第 １２

页）：是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涵盖全国各

级检察机关，囊括各项检察业务，以业务水平、

技能技巧为主要内容，分设集体和个人奖项的评

选表彰项目。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了

侦查监督、公诉、预防３项业务标兵评选活动，

我省共有１３名同志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业

务标兵。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议案审议办理的规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法》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

处理若干规定》的规定，现对本次大会议案的

提出、审议和办理作如下规定：

一、关于议案的范围

（一）大会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

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代表团以

及省人大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大会提出属

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

议案。

（二）依法应当由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

门，市、县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等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处理的问题 （例如，

修铁路、修公路、修河道、建电站、建工厂、办

学校、划拨某项专款等具体事项，属于政府的职

权范围）以及人民法院审判权或者人民检察院

检察权范围内的事项，不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不作为议案提出。

二、关于议案的审议和办理

（一）大会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

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提出

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本次大会会议审议，

或者交本次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

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二）代表团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向大会

提出的议案，由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

程，或者先交本次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审议，提

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

否列入大会议程。

（三）向本次大会提出的议案，经审议不属

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

问题，不再作为 “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属于建议内容的可由提议案人进行修改、完善

后，改作建议提出。

（四）向本次大会提出并被列入会议议程的

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之前，提议案单位或者提

议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

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如果提出议案的部分代表

要求撤回，另一部分代表坚持提出且符合法定人

数，该项议案仍然有效。

三、关于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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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１４时为向本次大会提出议

案的截止时间。

四、关于提出议案的注意事项

（一）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案由

应当明确清楚，写明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案

据应当充分合理，写明要解决该问题的理由；方

案应当具体可行，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议案应当一事一案，填写一份议案

纸，请不要把内容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事项，

作为一个议案提出。

（三）代表团向大会提出的议案，须经代表

团全体代表的半数以上通过，并由代表团团长签

字；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应当分别按

“提议案人”和 “附议人”栏中的要求签名，请

不要重复签名。

（四）填写议案，请使用大会统一印制的代

表议案专用纸，并按要求将内容、姓名、详细通

讯地址、电话号码及邮政编码等书写清楚。

（五）各代表团工作人员负责收集议案，核

对议案内容，并将议案内容录入为电子文档

（文档为ｗｏｒｄ格式），随议案一同送大会秘书处

议案组。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提出的议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９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议 案 审 查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
　王保存

　　本次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共收到议案８３件，

其中，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的议案３件，代表１０

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８０件。这些议案紧紧围

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

会、省委九届六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总目

标，努力打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

美丽河南。代表所提议案经过逐件审查，７１件

作为议案办理，其中，属于民主与法制方面的

１５件，占议案总数的２１１％；属于财政经济方

面的１９件，占议案总数的２６８％；属于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方面的８件，占议案总数的１１３％；

属于农业和农村方面的 １２件，占议案总数的

１６９％；属于内务司法方面的１０件，占议案总

数的１４１％；属于环境保护方面的 ７件，占议

案总数的９９％。

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议案进行了分类

分析，认为今年的代表议案大多数案由明确、案

据充分，方案具体，质量比较高，在内容上有四

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高度关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设

富强河南。代表们紧扣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新形势，大力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

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

略规划，积极提出推动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的议案。这些议案反映了人民群众

对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衷心拥护和对实现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愿望和要求。

二是高度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努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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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文明河南。代表们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就解决

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计划生育、拆迁补偿

等现实问题以及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提出议案。这方面议案有１５件，占议案总数的

２１％，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愿望和要求。

三是高度关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努力

建设平安河南。在代表提出的议案中，有关立法

方面的议案６８件，占议案总数的９６％，除了要

求修改完善我省地方性法规和制定有关法规外，

有的代表还提出了开展执法检查的议案，要求推

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方面议

案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全面落实依法治省战略、加

快民主法制建设的愿望和要求。

四是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

河南。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

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今年代表密切关注环境保护

问题，着眼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提出的议案有

１９件，占议案总数的２７％，内容涉及土地、水、

大气、噪声等污染防治及生态补偿等，反映了人

民群众对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的愿望和要求。

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根据本次大会主席团第

一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议案审议办理的规定》，

对代表提出的议案逐件进行了认真审议。议案审

查委员会建议，将其中的７１件交付省人大常委

会，由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按

照职责分工，分别进行办理，并向省人大常委会

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由省人大常委会决定

是否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议程进行审议。其余１２件，按照 《关于议案审

议办理的规定》第一条第 （二）项、第二条第

（三）项的规定，因其内容不属于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不作议案处理。

现将议案的具体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交付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案７１件

（一）办公厅承办１件

１刘全心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加强开发区人

大工作的议案 （总第０３７号）。

（二）法制工作委员会承办１４件

１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修订 《河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设 “单独生二孩”条

款的议案 （总第００２号）；

２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修订 《河南省

计划免疫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０３号）；

３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修订 《河南省

物业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０７号）；

４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社会信用体系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０８号）；

５贺慧玲等１１名代表：关于修订 《河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１２号）；

６杨书廷等１１名代表：关于修订 《河南省

实施 〈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议案 （总第 ０１７

号）；

７王树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修改 《河南省

物业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２５号）；

８王树安等１０名代表：关于修改 《河南省

旅游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２７号）；

９杨万里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修订 《河

南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３５

号）；

１０李婷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尽快修订 《河

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３６号）；

１１鹤壁代表团：关于加快淇河保护立法的

议案 （总第０３８号）；

１２董广安等１３名代表：关于修改 《河南

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５６

号）；

１３张明山等１２名代表：关于修改 《河南

省信访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６７号）；

１４王玲等１０名代表：关于修改 《河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６８号）。

（三）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承办１９件

１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城市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０９号）；

２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网络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１０号）；

３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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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１１号）；

４张玲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尽快制定 《电动

汽车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１５号）；

５张贵林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完善 《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地方配套法规的议案 （总第 ０１８

号）；

６王树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保障性住房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２０号）；

７王树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出租车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２２号）；

８王树安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２３

号）；

９王树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商业网点规划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２４号）；

１０王树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

省新能源汽车发展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２８

号）；

１１王树安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

省城乡建设拆迁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２９号）；

１２刘明亮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

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

第０４０号）；

１３刘明亮等１４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

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４１

号）；

１４刘明亮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

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４２

号）；

１５刘明亮等１３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

省快递物流行业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４４号）；

１６陈云昌等 １２名代表：关于完善城管执

法的立法依据和执法程序的议案 （总第 ０５３

号）；

１７陈朝福等 １２名代表：关于加快制定

《河南省供热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５８号）；

１８刘子军等 １７名代表：关于尽快制定集

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办法的议案 （总第 ０５９

号）；

１９高曙霞等 １５名代表：关于建议加快制

定 《河南电子商务发展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

第０８０号）。

（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承办

８件

１王晏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开展 《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的议案 （总第０１４

号）；

２王树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校园安全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１９号）；

３王树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２６

号）；

４王云龙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出台 《河

南省科学技术投入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３４

号）；

５房霞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制定 《河南

省学前教育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５１号）；

６房霞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制定 《河南

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５２号）；

７王新民等１４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５５

号）；

８程维明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制定 《河

南省精神卫生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６６号）。

（五）农村工作委员会承办１２件

１原国辉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尽快制定 《河

南省植物保护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０１号）；

２刘明亮等１４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４５号）；

３刘明亮等１３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扶贫开发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４８号）；

４王位东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出台 《河

南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５４

号）；

５白凌霞等１５名代表：关于尽快出台 《河

南省黄河湿地保护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５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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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董振杰等２０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水源地水过境地保护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６０

号）；

７董振杰等１９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饮用水安全保护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６１号）；

８苗保朝等１７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保护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６２号）；

９王玲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黄

河防汛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６９号）；

１０姬生强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

省反秸秆焚烧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７５号）；

１１高曙霞等１５名代表：关于出台 《河南

省湿地保护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７８号）；

１２三门峡代表团：关于立法保护白天鹅及

栖息地的议案 （总第０８３号）。

（六）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承办１０件

１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志愿者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第００４号）；

２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社会救助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０６号）；

３王树安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２１

号）；

４王树安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社会养老保障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３０号）；

５豆雨霞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志愿服务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３２号）；

６杨华民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电动车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３３号）；

７李稳等１１名代表：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

管理机制，积极推进殡葬制度改革的议案 （总

第０３９号）；

８刘明亮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４３

号）；

９刘明亮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村务公开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４６号）；

１０程维明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

省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６５

号）。

（七）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承办７件

１李玉坤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土地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０５号）；

２贺慧玲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１３号）；

３刘明亮等１３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４７

号）；

４程维明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制定 《河

南省空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 （总第 ０６３

号）；

５程维明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面源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６４号）；

６高曙霞等１５名代表：关于出台 《河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７９号）；

７周哲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尽快制定 《河南

省生态补偿条例》的议案 （总第０８１号）。

二、不作为议案办理的１２件

根据本次大会 《关于议案审议办理的规定》

第二条第 （三）项的规定，“向本次大会提出的

议案，经审议不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职权范围的问题，不再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

理，属于建议内容的可由提议案人进行修改、完

善后，改作建议提出”。不作议案办理的 １２件

将与代表进行沟通，由代表按上述规定处理。

另外，截止１月１９日１５时，代表已提出建

议、批评和意见２２１件。对代表在会议期间提出

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将由大会秘书处交有关部

门和单位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代表。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

不作为议案处理的

１杨清河等１１名代表：关于鼓励煤炭行业

实施安全生产托管，进一步提升煤炭安全生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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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议案 （总第０１６号）；

２张志华等１１名代表：尽快出台 《河南民

间借贷融资管理条例》，助推河南经济快速发展

（总第０３１号）；

３王位东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出台 《河

南省规范校园周边文化市场秩序管理条例》的

议案 （总第０４９号）；

４王位东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快出台 《河

南省小客车合乘出行暂行办法》的议案 （总第

０５０号）；

５郭保振等１０名代表：关于把涉诉信访纳

入法治轨道解决的议案 （总第０７０号）；

６郭保振等１０名代表：关于打击虚假诉讼

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议案 （总第０７１号）；

７姬生强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规范行政裁量办法》的议案 （总第０７２号）；

８苏栋梅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加大对村镇银行政策扶持实施办法》的议案

（总第０７３号）；

９苏栋梅等１２名代表：关于制定 《河南省

土地流转、局部小调整实施办法》的议案 （总

第０７４号）；

１０三门峡代表团：关于将黄河小浪底库区

三门峡段纳入黄河水利委员会管理的议案 （总

第０７６号）；

１１徐窻等１６名代表：关于加快我省网络

舆情立法的议案 （总第０７７号）；

１２宁雅秋等 １０名代表：关于将郑许轻轨

延伸到漯河的议案 （总第０８２号）。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选举办法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本次会议补选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１名。

三、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由大

会主席团提名或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提名。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数、代表联名提名的候选人

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提名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如果与应

选人数相等，实行等额选举。

四、提名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

人的，必须是本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三

十人以上联名提名截止时间为 １月 １９日上午

１１时。

五、大会主席团应当向代表介绍候选人的情

况，并印发有关材料。除大会主席团外，大会期

间，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向代表发放介绍候选人

的材料。

六、大会选举时，参加选举的代表必须超过

全体代表的半数才能进行。大会选举由主席团

主持。

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大会选举时，发一张选票，一次投票、

计票。

七、代表对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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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投弃权票。投反对票者，

可以另选他人。代表画写选票必须严格按照规定

的方法进行。如果赞成候选人，在候选人姓名前

边的正方形空格内画 “○”；如果反对候选人，

在候选人姓名前边的正方形空格内画 “×”；如

果对候选人弃权，在候选人姓名前边的正方形空

格内不画任何符号，也不得另选他人。若要另选

他人，应先反对候选人，在候选人姓名前边的正

方形空格内画 “×”，然后在 “另选人姓名”下

方的长方形空格内写上另选人的姓名，并在其姓

名前边的正方形空格内画 “○”；另选人不得超

过应选名额。本次大会不设流动票箱，代表因故

不能到会参加选举，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投票。如

果到会的代表因故不能画写选票，可以委托自己

信任的人代画写，受委托人必须在该代表的监督

下按照其意愿画写选票。

八、大会选举时，发出的选票数与到会的代

表数相符，才能进行选举；收回的选票数，等于

或者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

数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

选举。

九、选票上所选的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为

废票；未按规定画写的选票视为废票。

十、大会选举采用人工计票。

十一、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赞成

票，始得当选。

十二、大会选举设总监票人 ２名、监票人

２０名。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由各代表团在代表中

推荐，提交大会表决通过。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在

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负责对大会选举发票、投

票和计票工作全过程进行监督。

本次大会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代表不得担任监

票人。

大会选举设总计票人、计票人若干名，分别

由大会秘书处在大会工作人员中指定。

十三、选举划分１０个选区，每个选区设票

箱１个，代表按座区到指定的票箱投票。投票

时，监票人首先在自己的座区投票，然后其他代

表依次投票。

十四、计票完毕，经总监票人确认有效并签

名后，向大会执行主席报告选举结果，由执行主

席将选举结果向到会代表宣布。

十五、本办法经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后实施。执行中如遇特殊情

况，由大会主席团研究决定。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名单 （１４５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巍　　　丁树忠（回族）　　卫媛峰（女）　　马书龙　　　马玉霞（女）　　马正跃

马景龙　　　马新华 王　义 王　玲（女） 王　晏 王　惠（女）

王　群　　　王　耀 王云龙 王少安 王文超 王四川

王全书　　　王全成（蒙古族） 王国振 王明义 王建西 王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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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存　　　王流章 王菊梅（女） 王新民 亓延军 毛凤兰（女）

介同彬　　　尹晋华 邓　凯 邓志芳（女） 卢长健 叶冬松

田土城　　　史世领 史济春 白红战 冯卫生 师万青（女）

朱文杰　　　朱金喜 任克礼 邬江兴 刘少宇 刘长春

刘国庆　　　刘孟合 刘建功 刘春良 刘新民 刘满仓

关少锋　　　祁金立 孙　刚 孙立坤 严全治 李少敏

李文慧　　　李玉德 李民庆 李庆贵 李建伟 李建庄

李柏拴　　　李振领 李清林 李清树 李富生 李新民

李新华　　　杨　云（女） 杨万里（回族） 杨玉秀 杨汝北 杨宏杰

杨树平　　　杨素云（女） 杨清河 连子恒 吴天君 吴金印

何　雄　　　谷建国 闵　虹（女） 沈　涛 张大卫 张启生

张治军　　　张晓林 张程锋 张新中 张翠云（女） 陆其杰

陈小江　　　陈建生 陈砚秋（女） 陈铁平 陈雪枫 苗峰伟

范　军　　　范钦臣 林英海 周先锋 周和平 周炎红（女）

房卫平　　　赵　鹏 赵太安 赵亚平 赵素萍（女） 郝高潮

胡相云（女）　段喜中 姜思源 秦玉海 栗洪显（回族） 夏　林

夏　杰（女，回族） 原国辉 铁代生 （回族）徐　光 徐存拴 徐光春

郭永清　　　郭庚茂 郭瑞民 郭新和 陶明伦 桑金科

黄久生　　　曹维新 戚建庄 董广安 （女）蒋笃运 程维明

焦群才　　　储亚平 谢国生 靳克文 詹玉荣 （女）　穆为民

魏小东

秘书长名单

秦玉海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１０名）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郭庚茂　　　邓　凯　　　夏　杰（女，回族）　　秦玉海　　　张大卫　　　蒋笃运

储亚平 王保存 李文慧 张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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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执行主席名单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第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１０人）

郭庚茂　　　邓　凯　　　夏　杰（女，回族）　　　秦玉海　　　张大卫　　　蒋笃运

储亚平 王保存 李文慧 张启生

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郭庚茂主持

二、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１０人）

郭庚茂　　　邓　凯　　　夏　杰（女，回族）　　　秦玉海　　　张大卫　　　蒋笃运

储亚平 王保存 李文慧 张启生

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张大卫主持

三、第三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１０人）

郭庚茂　　　邓　凯　　　夏　杰（女，回族）　　　秦玉海　　　张大卫　　　蒋笃运

储亚平 王保存 李文慧 张启生

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郭庚茂主持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 任 委 员：王保存

副主任委员：杨　云（女）　　王流章　　陈铁平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卫媛峰（女）　王四川　　王建西　　刘少宇　　刘建功　　　李民庆

李新华 郭永清 戚建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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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１３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王　耀　　　吕宏跃　　　孙金献　　　刘长春　　　李成宽　　　杨　云（女）　　　杨汝北

张启生 周永华 宗　义 宗长青 夏　林 戚建庄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选举产生了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副主任：刘春良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议　程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河南省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全省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４年省

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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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听取和审议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事项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日　程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１月１６日（星期四）

上午９时　第一次全体会议

１举行大会开幕式

２省人民政府省长谢伏瞻作政府工作报告

３审查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计划草

案的报告

４审查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南省２０１３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４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下午３时　代表团会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１月１７日（星期五）

上午８时３０分　代表团会

１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预算

报告

２审议本次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下午３时　代表团会或小组会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１月１８日（星期六）

上午９时　第二次全体会议

１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玉海作省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

２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作省高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

３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作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４表决本次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下午 ２时为本次大会提出议案的截止时

间）

下午３时　代表团会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１月１９日（星期日）

上午８时３０分　代表团会

１酝酿候选人名单

（代表联名提出候选人截止时间为上午 １１

时）

２各代表团推荐监票人

３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４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下午３时　代表团会或小组会

１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２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３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１月２０日（星期一）

上午８时　代表团会

１酝酿正式候选人名单
２审议各项决议草案

下午３时　第三次全体会议

１表决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２选举

３公布选举结果

４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

报告和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５领导讲话

６举行大会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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