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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同步跃升。1949 年，新乡市财政
收入仅为 781 万元，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业化持续推进，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生产
力得到极大解放，经济发展迅速，全市财源同步
扩大，政府财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市财政
收入 1996 年突破十亿元大关，2012 年突破百亿
元大关，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241.51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3091 倍，年均增长
11.5%。地区财力的增长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发展和改善民生、完善基础设施，推进社会文化
教育事业发展以及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
了财力保障。

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经济驱
动力实现两次蝶变

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实现由“吃得饱”
向“吃得好”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乡市农
业生产基础薄弱，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较
低，“吃饱饭”成为当时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落实、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新技术的引进，
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这一阶段实
现了“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全市第一产业
增加值由 1949 年的 1.11 亿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296.25 亿元，年均增长 5.6%（扣除价格因素）。
2023年，粮食产量达到465.14万吨，比1949年增
加 429.52 万吨，增长 12.1 倍；人均粮食产量由
1949的321.60斤提高至2023年的1518.82斤，增
长372.3%。油料产量达到34.17万吨，比1949年
增长31倍。畜牧业平稳发展。2023年全市肉类
总产量36.52万吨，比1978年增加33.41万吨，增
长10.7倍；生猪存栏190.13万头，比1949年增加
183.03万头，增长25.8倍。

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愈发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乡市工
业基础非常薄弱，仅有初级产品加工业和简单
的轻工业品制造业。随着“五年计划”的逐步实
施，以及军工企业和部属工业企业逐步落户新
乡，至1975年“四五计划”完成，新乡市工业经济
随着全国工业化的完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
系。改革开放之后，新乡市逐步引进新技术，改
革国营企业，培育壮大民营企业，工业生产规模
不断扩大，生产能力迅速增长。2023 年工业增
加值达1085.46亿元，比1949年增长1.5万倍；全
市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近 1/3，拥有全部
41个工业门类中的35个，工业体系逐步健全。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乘势迅猛扩
张。75 年来，新乡市充分发挥豫北交通枢纽作
用，利用较为优越的地理交通位置、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完备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以现代物
流、金融保险、信息技术服务、研发设计为重点的
生产性服务业和以商贸、旅游、文化、体育、房地
产业和社区服务为重点的消费性服务业，第三产
业发展蒸蒸日上。2023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
为1630.56亿元，总量居全省第5位，比1949年增
长4万倍，年均增长13.0%（扣除价格因素）。消费
市场日益繁荣，2023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1130.32亿元，比1949年增长4036倍，年均增
长11.9%。公路运输货运量平稳增长，2023年，全
市公路运输货运量1.43亿吨，比1958年增长33.6
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发展迅
猛。2023年全市国内旅客总人数4451.37万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254.62亿元；截至2023年年末我市
共有A级旅游景区32家，其中4A级以上旅游景区
13家；星级酒店10个，旅行社68家。

1949 年以来，新乡市经济经历了从以农业

为主到工农业协调发展、再到工业和服务业双
轮驱动的结构蝶变。1949 年，全市三次产业结
构 为 89.5:7.3:3.2，到 1978 年 演 变 为 36.6:42.9:
20.5，经济驱动从以农业发展为主向以工农业协
调发展为主要驱动力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
新乡市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改造落后的工业
体系，加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工业和服务业发
展水平迅速提高。2023 年，三次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调整为8.9:42.4:48.7。全市第一产业比重
下降 80.6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
升 35.1和 45.5个百分点。这一阶段三次产业在
结构调整中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了向工
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的结构蝶变。

三、农田水利建设成果丰硕，农
业现代化迈出坚定步伐

农田水利建设成果丰硕。农田水利建设是
确保农业生产稳定丰收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
立初期，面对水灾、旱灾的频繁发生，新乡市始
终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动沿黄群众
修筑黄河大堤，兴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变“害
河为利河”；利用人民胜利渠改造盐碱地，修建
各种排水渠以除涝治碱为方针，逐渐消除盐碱
危害。经过 75 年的艰苦奋斗，新乡市各类农田
水利工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年发展，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成果丰硕，也凝聚了广大人民群
众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精神。2023年年底，新
乡市已建成中、小型水库 32 座、水闸 242 座、堤
防长度 1528 公里。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一方
面满足了沿岸工农业生产用水的需求；另一方
面这些水利工程也起到了防洪、排涝、发电等功
能，实现了生态功能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农业现代化向纵深推进。农业机械得到普
遍使用。2023年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 822.69万
千瓦，比 1978 年增长 9.4 倍。农用化肥使用量、
农业用电量迅速扩张，机播、机收面积迅速扩
大。2023 年机播面积 1164.42 万亩，机收面积
1157.55万亩，分别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8.7%和
88.2%。近年来，作为传统农业大市，新乡市大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中原农谷建设，在保障粮
食安全和推进生物育种方面迈出坚定步伐，农
业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延津小麦、原阳大米成为
新乡种业的亮丽名片。

四、固定资产形成规模巨大，为
经济建设打通“任督二脉”

75 年来，新乡市注重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
相结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结合，吸引外资
与本地投资相结合，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吸引各
方面资金参与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固定资产投
资快速增长，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
水。1950年—202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完成近 2.4 万亿元，其中，1950 年新乡市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仅为0.04亿元，1989年超10亿元，
2003 年超百亿元，2009 年破千亿元，年均增长
18.1%。投资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促进各项基础
设施的完善与提升；另一方面为经济发展带来

了源源不断的动能，这为新乡市经济腾飞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交通运输方式和能力不断丰富与增强。经
过75年奋斗，市域范围内建成了新菏铁路、京广
高铁、郑济高铁、新辉公路、国道107郑新一级公
路、京珠高速、菏宝高速等铁路、公路干线，交通
状况发生了历史性跨越。目前，新乡市基本实现
了公路村村通，南北有京广铁路纵穿，东西有新
菏、新焦铁路横贯，东与京沪、兖臼铁路相通，西
与焦柳、太焦、侯月铁路相连，距离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车程50分钟，
2个半小时可达北京。近年来，继开通中欧班列
（中豫号）、新日韩铁海联运班列后，又新开通至
比利时的“新乡——西欧”线路，深度融入“一带
一路”，初步形成铁、公、机、海“陆海内外联动、东
西双向互济”的立体化开放通道新格局。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近年来，新乡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城
市路网改造、道路景观提升、主题公园建设、旧
社区设施改造、海绵城市建设、大气和水污染防
治等建设目标，进行了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更
新与改造，城市设施和服务功能有了根本性改
观，居民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提升。在
主城区和核心区建设了大气监测常规站、微型
站和视频监控，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用能结构，
完善大气污染监测体系，2023 年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下降4.4%，优良天数增加7天。大力调整经
济结构，严格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低
碳发展战略，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建
设名单。2023 年，新乡市建成卫河右岸生态公
园，重塑卫河沿线景观；新增城市绿道 65.7 公
里，新建、改造公园游园 28 个、城市绿地 116 万
平方米；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138 个，建成棚改安
置房 3.6 万套；街道综合养老中心、社区养老服
务场所实现全覆盖；截至2023年年底，新乡市建
成投运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共 16 座，污水处理能
力106.5万吨/日。

邮电通信事业获得质的飞跃。新中国成立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超时空、即时性、飞跃
发展的邮电事业成为促进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和推动力量。当前，新乡市邮电通信设施
已“鸟枪换炮”，形成了邮政全覆盖、通信无死角
的格局。邮政信息传递实现了由传统的信件、
无线电报、有线电话转变为无线电话和网络即
时传递的飞跃，极大方便了人们之间信息的传
输。2023 年，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39.39 亿元，增
长23.8%；电信业务总量66.05亿元，增长21.6%；
快递业务总量2.68亿件，增长44.8%。

五、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
相结合，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新乡市外贸发展经历了“走出去”与“引进
来”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
差，在外汇稀缺年代，出口创汇支援了经济建
设。新乡市2023年进出口总额21.63亿美元，比
1994 年增长 39.8 倍，年均增长 13.6%。其中，出
口总额 18.86 亿美元，比 1995 年增长 95.8 倍，年
均增长 17.7%；进口总额 2.77 亿美元，比 1995 年
增长 2.6 倍，年均增长 4.7%。对外开放持续扩
大。2023 年年底，到位省外资金 849 亿元，增长
9.3%；有进出口实绩企业超 900 家，增长 12.2%；
经开区在 230 个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核中居第
121位，前进84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13列，增
长63.9%，货值17亿元、增长48.6%，创历史新高。

得益于“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工业发展
奠定了初步基础，新乡市对外贸易出现得比较
早。1957年新乡市电池厂研制成功的空气甲乙
组合电池，放电量达 500 小时以上，超过英国同
类产品放电量180小时的标准，甲乙组合电池成
为新乡市第一个轻工类出口产品，也成为当时
出口畅销产品，这也开启了新乡外贸“走出去”
的先河。国务院于1977年正式批准新乡为对外
开放城市。改革开放之后，拥有良好基础的新
乡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吸引外资、
引进新技术，改造老旧的生产设备，使老工业基
地重新焕发活力。1986 年，新飞集团从意大利
菲利浦 IRB 公司引进冰箱生产线，成为新乡市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利用外商技术的企业。新飞
电器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引进
来”的重要发展成果。近年来，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全省军
民融合产业基地、
中国（河南）自贸区
新乡联动创新区获

批建设等一系列国家级、省级战略基地落地新
乡；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果博览会成功举办。
这些战略既是发展机遇，也是开放平台，展示了
新乡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制造能力，新乡对外开
放形象也得到提升。目前，出口产品中机电产
品、纺织纱线、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塑料制品
是新乡出口商品前五强产品。

六、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明显提升

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发展协调性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
—1978 年，城镇化率由 4.6%缓慢上升至 13.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户籍制度改
革等破解了城乡二元制结构，城乡之间人员要
素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新乡市城镇化
进程显著加快。2023 年，新乡市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为 60%，比 1978 年上升 46.4 个百分点。其
中，2023年市区常住人口122.53万人，市区人口
规模是1978年的2.7倍。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收入差距明显缩
小。2023 年，新乡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165 元，较 1952 年增加 38971 元，年均增长
7.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3元，较1949
年增加21638元，年均增长8.7%；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由
1952年的 3.73缩小到 2023年的 1.81。尤其是近
年以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乡村振兴战
略深入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
快，自2010年以来已经连续14年快于城镇。

劳动就业数量和质量实现跨越式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新乡市从业人员从
1949年的 71万人增长至 2023年的 296.46万人，
增加了 225.46万人，年平均增加 3.05万人；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由 1949年的 152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74498 元，年均增长 8.7%；居民消费水平不
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升级。2023 年新乡市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24734 元，是 1980 年的
61.7 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5592 元，是
1978 年的 125.7 倍。从消费品结构看，汽车、家
电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度提高。2023
年，每百户居民拥有汽车 61.9 辆、电冰箱 101.6
台、空调217.6台；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2023年
全市新能源汽车消费增长 50.6%。随着经济的
发展、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从百元、千元
级消费向万元、数十万元级消费提升，由过去生
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由普通
消费品向高技术、绿色环保型消费转变，由生产
型消费向创造型消费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消
费倾向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呈现个性化
和多样化。

七、科教文卫事业全面进步，发
展水平不断提高

科技投入快速提升，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增
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新乡市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研发新产品，发明新
技术，助力经济动能的加速转换。2006 年至
2022 年，新乡市累计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
入667.46亿元，投入规模居全省前列；2022年年
底，全市R&D投入强度2.57，位居全省前三。新
乡市不断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创新完善人才政
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科技队伍日益壮大。截
至 2022 年年底，全市科技活动人员总数 28260
人，有R&D活动的单位数668个，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活动占比33.4%，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占
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超过75%，人才规模迅速
扩大，为全市发展汇聚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教育事业取

得巨大进步。新乡市始终践行教育必须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
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教育方
针。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2023年，新乡市小
学、初中在校生达到 91.76 万人，比 1988 年增加
16.64万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1951年时新乡
市仅有一所新乡师范学院，到目前发展到12所高
校，是中西部地区高校数量最多的非省会城市之
一，高校在校学生由 1978 年的 0.43 万人扩大到
2023年的23万人，增长52.5倍。各种教育类型均
衡发展。2023 年，新乡市拥有普通高等学校 12
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26所，普通高中 85所，初
中333所，小学1192所，幼儿园1788所，特殊教育
学校8所，形成各类教育互为补充、全面均衡发展
的办学格局。教师队伍日益壮大。2023年新乡
市全部专任教师 104761 人，比 1949 年增长 26.5
倍。教育投入大幅增加。2023年新乡市教育支
出达到93.14亿元，比1989年增长136倍，年均增
长15.6%。

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充分满足城乡居民各
种精神文化需求。2023年新乡市共有公共图书
馆13个，博物馆16个，公共文化馆13个，文艺院
团9个；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5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71 处；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全年邮政累计订销
报纸、杂志 7117.83 万份；年末共有综合档案馆
13 个，已开放各类档案 45.33 万卷（件）；2023 年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1%；
市、县、乡、村多层次、宽领域的基础文化设施体
系基本形成，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

医疗卫生软硬件双向发力，服务保障实现
全覆盖。近年来，新乡市通过不断深化医疗体
制改革，下沉医疗资源，提高基层服务保障能
力；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建立统一的城乡医保体系以及医疗救助制
度，减轻群众看病负担，实现医疗保障的全覆
盖。截止到 2023 年年末，新乡市共有卫生机构
6048个，其中，医院167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47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828 个；实有病床床位
4.41万张，是 1978年的 6.2倍，其中，医院 3.24万
张，卫生院 0.88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5.19 万人，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2.18 万人，是 1978 年的
5.5倍，注册护士2.25万人。

劈波斩浪立潮头，坚定信念再出发。75 年
的发展波澜壮阔，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发展
只有节点没有终点。展望未来，我们要坚定信
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好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以新质生产力
为抓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锚定“两个确
保”、持续落实“十大战略”，紧盯“两大跨越”、突
出“产业兴市”，超常规建设中原农谷，持续推动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新乡建设实践新篇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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