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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新郑市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征集新郑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的

通 知

各位委员、各党派团体、各专门委员会：

2023 年，市政协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我市建设全国一流中等城市的战略目标，推动我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建言献策。

政协新郑市六届二次会议拟定于 2月 25 左右召开,为做

好提案征集工作，进一步提升提案工作质量，充分发挥提案

在政协履职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市政协《提案工作规则》及

有关规定，现将提案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重提案质量。要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

讲求质量，切忌盲目追求数量，避免即兴式和应付式提案。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身边的“急难愁

盼”问题深入调研，提出提案，选取党政所需、群众所盼、

自身所长的课题，加强调查研究，切实增强提案建议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不要大而全，不必面面俱到。为做好委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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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明政服务，市政协提案委综合整理出 107 条调研题目发给

大家，供撰写提案参考（见附件）

二、加强撰写规范。提案要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

坚持一事一案，实事求是，简明扼要。每件提案字数控制在

1500 字以内，确需详细说明的，可将有关材料作为提案的附

件提交。

三、提交提案方式。市政协提案工作已实现提交、审查、

交办、答复、反馈、查询等全过程网上运行。由于全会会期

较短，请各位委员和提出提案单位提前调研撰写，争取在全

会召开前完成提案提交。

电脑版：新郑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提案直通车”提交。

手机版：手机微信扫一扫“政协委员小程序”提交。

具体步骤：

电脑版：第一步：登录新郑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下拉

至专题专栏，点击左右浮动“提案直通车”进入系统网站。

第二步：进入系统后，点击左上角“政协委员登录”，输入

委员帐号（本人汉字姓名），输入初始密码“(888888)”（建

议委员修改密码，但必须记住），进入“填写提案”等页面。

第三步：提交提案，点击“填写提案”进入提交提案页面，

按步骤按要求填写提案。附件上传主要是提交图片、引用文

献资料等佐证材料，不是必填项。第四步：完成提案上传后，

点击左下方“提交提案”即完成提案网上提交。如果是联名

提案，需进入政协委员姓名页面，寻找提案联名人名字，点

击姓名前面“小方框”，“√”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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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果是联名提案者，联名提案者要分别登录系统，在系

统中确认“同意”方可有效。

手机版：扫码下方小程序码，按页面提示操作，在登录

页面选择“委员”选项。

如有业务疑问，请与市政协提案委联系

联系人:白宵僡 62666506 13592520199

张 换 62666502 18348394886

政协新郑市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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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郑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选题参考

一、经济建设类(26 条)：

深化推进“十大战略”行动

推动全国一流中等城市建设质的提升

提振市场信心，创新项目投资方式

落实扶持政策，促进重点项目快速推进

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培育壮大枢纽经济

加快区域消费聚集区提档升级，持续丰富服务业态

培育扶持一批“老字号”特色店

发展网红经济、首店经济等新经济模式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消费升级

健全电商服务和快递物流向乡村升级扩容

培育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引导产业成链集群发展，龙头企业智能化升级

壮大食品、物流、医药产业

创新招商方式，引进优质项目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完善提升全市规上企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高校创新供给能力

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加快推进国资战略性布局、国企专业化重组

加快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不断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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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持续深化开发区改革，实现经济目标提质进位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大力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发展创意农业经营模式，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

二、政治建设类（10 条）

推动人力资源优势向人才资源优势转化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推动“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加大领军人才、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引育力度

加强对新媒体及网络信息监管

引入保险机制，补齐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短板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国有投资平台风险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和规范行业协会管理

健全各类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

二、文化建设方面（19 条）

加快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

打造“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地、中华文化的朝圣之地、中

华文明的体验之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

推进黄帝文化、根亲文化和黄河文化有机融合

加快提升黄帝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建设

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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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促旅 以旅彰文 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打造乡镇最美文化空间

加快文旅发展格局，提升新郑文化软实力

让设计赋能乡村振兴 传承乡土特色文化

实施市域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

加强城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建设特色旅游村镇，优化城乡旅游休闲空间

挖掘红色资源，传播新郑域内红色故事

打造黄帝文化旅游带，推进大文旅、大健康和乡村振兴

有机融合

加快民宿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打造国家级研学旅游城市

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三、社会建设方面（38 条）

加强城乡规划，助力乡村振兴

持续开展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加快建设美丽乡村

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容村貌

坚持交通先行，加快融郑、融港步伐

加快城区整体形象建设，提升城市品质

提升消防安全意识，排查消除消防隐患

在公共场所建设普惠型托幼点

加大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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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更加贴近企业需求

加强学校食堂和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安全管理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加大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场馆建设力度

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持续打好“双减”攻坚落实战

加快发展群众体育

加强公共体育健身器材的维护和管理

发展和壮大社区医疗卫生队伍

优化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公共卫生能力

完善公立医院经营机制，促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大力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纠正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

建立稳定基层卫生人才队伍机制

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加快医联体建设

强化食品药品监管

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

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数字化、精细化水平

打通数据壁垒，加强数据共享，提高城市运行管理效率

创新城市管理，消除城市管理各类“顽疾”

优化地下空间管理

加快公共停车场建设力度

对路边划线停车位进行科学管理

增设标准停车位，规范夜间车辆停靠

加强养老公寓建设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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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提档升级水电气暖红绿灯等公共基础设施

规范提升城镇居民小区物业管理

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加大市区农贸市场建设力度

加强农村饮水安全监管

四、生态环保类（14 条）

持续治理污染源，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探索实施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能源资源浪费

提升城区“一河两岸”美化、亮化、绿化工程

依托“两山两脉”，构建绿色生态屏障

坚持降碳、减污、扩绿、保护协同并举，推动绿色发展

全面提升土壤环境管理水平

加快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提升我市湿地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深入开展河湖综合整治，优化城市生态环境

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加快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及水系连通工程

支持发展清洁能源项目，优化能源结构

倡导绿色消费，助力我市绿色低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