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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紧
紧围绕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项目为王，
以项目建设提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十
大工程”“三个一批”“十大实事”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
成绩。近日，由市总工会、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评选
出2022年新乡市“十佳项目”及“十佳项目提名奖”，涵
盖老城区绿化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灾后恢复重建、绿
色装备改造、智能设备制造等方面，是对全市重点工
程、重大项目、民生实事、灾后重建、科技创新建设的扫
描式检阅，对促进全市上下千方百计抓项目、全力以赴
拼经济，不断加快项目谋划实施，抓好招商引资发挥了
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乡市市区段卫河清淤工程被列
为市委、市政府 2022 年重点民生实
事。该工程投资约 9950 万元，于 2 月
26日开工，经“百日会战”，清淤工程于
5 月 29 日完工，共清运土方 83 万立方
米，市区段卫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于
12月 29日完工。该项目实施后，卫河
市区段除涝标准达到“三年一遇”，防
洪标准达到“五十年一遇”。

市水利局克服交叉施工、用电、环
保、排淤场及堆土场协调等问题，早谋
化、早部署、早落实，提前对主河槽进
行勘测，严控开挖超深，保护现有河岸
结构和过河建筑物安全。为抢抓汛前
施工黄金期，采取“抢、战、移、运”四字
工作法，投入人力 500 余人，组织 200

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施工，做到人停机
不停，分秒必争抢进度。市水利局在
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做好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同时，依据实际情况合
理调整清淤工序，及时解决了施工中
遇到的排淤场、环保等问题，确保了工
程按期完成。

新乡市市区段卫河清淤及防洪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着力
提升中心城区功能品质，实施打通“断
头路”三年行动计划，市住建局综合统
筹、自我加压、主动作为，会同市投资
集团、市国资集团，将 2022 年和 2023
年两年计划合并实施，聚焦群众出行
的堵点、难点、痛点，全力疏通城市道
路“毛细血管”，畅通群众出行的“最后
一公里”，立足城市路网现状，加强政
策研究，深入细致摸排，精准研究谋划
实施了打通友谊路（和平大道-牧野大
道）、建设路（新二街-新中大道）、荣校
路（牧野路-新一街）、丰华街（金穗大
道-新延路）、人民路（新五街-理工学
院）、师大北路（新飞大道-牧野大道）
等19条“断头路”项目。

19 条“断头路”竣工通车，是落实

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举措，解决了城市
交通“卡脖子”现象。打通“断头路”，是
连接环路、贯通主干道、畅通“微循环”，
提升路网密度和城市品质的重要措置，
对促进城市生产生活要素流通、推动城
市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市民幸福感、
获得感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2年打通“断头路”工程项目

一、聚焦补短板提能力。汛前新
建成泵站 8 座，扩增泵站 1 座，重建老
泵站 5 座，对 23 座泵站增加双回路电
源、更新电气设备，泵站抗风险能力得
到整体提升；投资 5000 余万元，新购
置80台（辆）防汛设备。

二、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立改
平”“单改连”消除建设路东段等 15个
积水点，对雨污水管道进行清淤疏浚
和混错接改造，全面改造公共区域窨
井盖4万余个，对市区收水不均的3座
污水处理厂收水区域内配套设施进行
清淤和提升改造。

三、注重谋长远治“顽疾”。高标
准编制《新乡市市区排水防涝综合规
划（2022～2035）》等规划，推进城管智
慧平台建设，完善GIS系统。

四、全力实施城市“里子”工程项
目建设。成功应对 14轮强降雨，省长
王凯就新乡市城市“里子”工程作出批
示，要求“评估效果，形成经验推广”。
2023年2月7日，我市在全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会议上就新乡市城市“里子”工
程工作经验作典型发言。

新乡市城市“里子”工程项目

村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开
展以来，市住建局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分类指导，加
强调度统筹，细化责任落实，奋力推
进村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2022年10月，全市7个村民住房灾后
恢复重建集中安置项目如期交付。

因地制宜，创新安置方式。充分
尊重群众意愿，采取农户自建与政府
统建相结合，原址重建与异地新建相
结合，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美丽乡
村建设等模式，坚持“避害原则”，设
置7个集中安置项目，对蓄滞洪区、低
洼地带等自然灾害易发地带的 1778
户村民实施集中安置。

以人为本，提升居住品质。坚
持高标准规划设计，全市6个集中安
置项目全部配置电梯，提升项目品
质，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同步配套建
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共享
周边资源，探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卫辉市河东新村采用
美丽乡村模式建设，为村民留住乡
村记忆。

绿色发展，转变建造方式。充
分利用装配式建筑施工周期短、环
境污染少等优势，支持辉县市冀祥
新区安置项目采取装配式建造方
式，开创了省内村民住房灾后集中
迁建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的先例，
受到省住建厅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并获得省级灾后重建装配式建筑奖
补资金240万元。

村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是
保障村民住房安全需求的重大民生
工程，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
生动实践。

村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项目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是国家发展改革
委批复的全国农业领域唯一的产业
创新中心，旨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也是河南省委、省政府重点建
设的创新引领型平台。该中心建设
地点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拥有
4150 亩田间试验区和 350 亩科研设
施区，目前，已全面建成投入使用。
该中心对标国际一流种业研发机
构，已组建河南生物育种中心有限
公司，承接生物育种中心建设与运
行工作。该中心现有 5 个科研创新

团队，主要从事小麦、花生、大豆、蔬
菜育种研究，全职科研人员 84 人，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该中
心组建以来，已有 37 个农作物新品
种通过审定或登记，我省小麦种植
面积前两位的品种“郑麦 379”和

“郑麦 1860”均为该中心选育，花生
品种“豫花 37”为河南省第一大品
种、全国第一大高油酸品种，大豆品
种“ 郑 1307”为 河 南 省 第 一 大 品
种。该中心与秋乐种业的科企合作
顺利实施，助推秋乐种业成功在北
交所上市，实现了我省种业上市企

业零的突破，成为我国种业领域自
2012年以来唯一上市的农作物种子
企业。

中原农谷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项目

2022年，我市紧抓“13445工程”
历史机遇，完成投资 152.13 亿元，规
模居全省第 1 位。此次通车的 5 个
项目，覆盖 6 个县（市、区），总里程
220 公里，总投资 241.92 亿元，对推
动我市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
势转变、促进交旅深度融合、服务乡
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沿 太 行 高 速 新 乡 段 ：全 长
29.54 公里，总投资 25.3757 亿元，位
于辉县市。该项目将串联起南太行
的八里沟、宝泉等景区，极大促进南
太行地区旅游业发展，对服务中原
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新晋高速块村营至营盘省界
段：全长 69.75 公里，总投资 90.863

亿元，途经辉县市、凤泉区。该项目
能够有力地促进南太行文旅、交旅
融合发展，为南太行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3.鹤壁市至辉县市高速公路：全
长 20.71 公里，总投资 10.99 亿元，途
经卫辉市、辉县市，连接南太行旅
游、矿产资源富集区，处于“晋煤外
运”的重要通道上，将极大改善沿线
交通出行条件，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4.濮卫高速滑县至卫辉段：全长
30.05 公里，总投资 32.2843 亿元，途
经延津县、卫辉市。该项目将持续
完善河南省“米”字形运输通道建
设，满足濮阳至卫辉间快速通行需
求，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5.兰原高速封丘至原阳段：全长

58.5 公里，总投资 55.409 亿元，途经
原阳县、封丘县。该项目对构建郑州
大都市圈高速公路环线，带动沿线区
域经济、产业聚集区及特色农业、旅
游产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新乡市高速公路集中通车项目

济郑铁路是我省“米”字形铁路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济郑铁路新乡
段全长 83公里，总投资约 144亿元，
设新乡东站、新乡南站、卫辉南站等
3 个车站。2016 年 10 月 29 日，济郑
铁路先期开工段在我市卫辉市李源
屯镇顺利开工，标志着我省“米”字
形铁路网战略全面落地。2017 年 6
月起，我市境内其他标段的施工、监

理单位陆续进场，拉开了济郑铁路
新乡段全线建设施工大幕。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沿线县
（市、区）的大力支持下，济郑铁路新
乡段建设进展顺利。2022 年 6 月 20
日，济郑铁路濮郑段全线通车运行，
我市圆满完成济郑铁路新乡段征地
拆迁、三电迁改、沿线安全环境整治
等协调保障工作。济郑高铁濮郑段

的开通运营，为我市及周边区域群
众的出行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济郑铁路新乡段项目

新乡高新区氢能产业园项目由
新乡高发氢能运营有限公司出资，建
成河南省首个氢能专业园区——新
乡氢能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20.5 亿
元，总规划面积 33.7 万平方米，一期
投资 10 亿元，占地 266 亩，建筑面积
19.64 万平方米，主要由 13 栋厂房及
中心服务区组成。园区被氢能行业
权威媒体评为全国最佳氢能产业园，

目前，十余家氢能相关企业已入驻，
2022年，新乡高新区氢能产业园被评
为河南省未来产业先导区，高新区氢
能产业链被评为河南省开发区建设

“金星奖”——最具发展潜力产业
链。该项目的建成，将发挥产业生态
协同发展集聚效应，布局建设中原氢
能产业基地，有效带动新乡乃至全省
的产业结构升级。

新乡高新区氢能产业园项目

为进一步构建全民阅读服务体
系，扩大全民阅读服务网络，加快

“书香新乡”建设，市委、市政府连续
两年把“馨香书坊”建设项目列为重
点民生实事。经过全市上下的艰苦
拼搏，到 2022 年年底，全市共建成

“馨香书坊”101 座、城市书柜 1000
个，受到市领导的高度肯定和市民
的欢迎赞扬。

该项目共完成投资 6600 万余
元，通过新建、改建、共享等方式，在
城市公园、居民社区等人员聚集场
所，形成了网格化的新型公共服务

空 间 ，丰 富 了“15 分 钟 文 化 生 活
圈”。项目分为“标志型”“实用型”
和“简约型”三类，总建筑面积近
9000 余平方米，总藏书量达 30 余万
册，图书门类齐全，与市、县公共图
书馆实现通借通还。“标志型”“实用
型”书坊均配备有数字图书阅读机，
具备 24 小时无人值守服务功能，实
现了管理智慧化。“馨香书坊”坚持

“一屋一品”，融入牧野文化元素，展
现特色文化，设置不同主题，满足不
同群体阅读需求，已成为市民业余
阅读学习的好去处，全市“馨香书

坊”日均读者流量近万人（次），成为
我市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为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增光添彩。

新乡市“馨香书坊”建设项目

“十四五”期间，我市计划建设高
标准农田 30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
田 200 万亩，预计总投资 84.5 亿元，确
保到 2025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580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230 万
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00万亩。截
至目前，我市已开工建设两期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计划新建37.3万亩，改造
提升100万亩。其中，一期工程计划新
建高标准农田 11万亩，总投资 1.72亿
元，涉及卫辉市、辉县市、原阳县、延津
县、封丘县、平原示范区等 6个县（市、
区）。2022年 7月，新建高标准农田项
目一期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

一期项目建成后，一是项目区内
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1276万公斤、油
料 76.25 万公斤，年节约用水量 856.7
万立方米；二是年受益农户数量可达
13698 户，年直接受益农业人口 52234

人，直接受益农户年纯收入增加总额
2600.44万元；三是项目区内形成了功
能齐全的农业生产新格局，有利于机
械化规模化生产和作业，为农业现代
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为粮食安全生产
提供了保证；四是社会化服务体系得
到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大大增强，密
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加快了全面乡
村振兴的建设步伐。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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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老城区绿化更新提新乡市老城区绿化更新提
质项目质项目

●●20222022 年新乡市普通干线公年新乡市普通干线公
路灾毁恢复重建项目路灾毁恢复重建项目

●●卫河共产主义渠卫河共产主义渠（（合河闸～合河闸～
栗屯桥段栗屯桥段））治理工程项目治理工程项目

●●20222022 年年““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示范示范
创建项目创建项目

●●新乡市卫健系统灾后重建新乡市卫健系统灾后重建
项目项目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实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实

训基地建设项目训基地建设项目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清洁生产技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清洁生产技
术进行绿色制造项目术进行绿色制造项目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产 1010 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
维项目维项目

●●卫华智能起重装备产业园卫华智能起重装备产业园
项目项目

十佳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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