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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
亮） 10月5日，市委书记李卫东带领相
关负责同志深入交通重大项目施工现
场、产业园区企业车间，调研重大项目
建设，看望慰问国庆期间坚守工作岗位
的一线建设者，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市领导陈红阳、刘兵参加活动。

李卫东一行先后来到郑新快速路
S309 加宽段、安罗高速豫冀省界至原

阳段延津北服务区、长修高速马辛庄
互通、安罗高速原阳至郑州段黄河特
大桥、兰封高速黄河特大桥等施工现
场，实地察看项目建设进展，与现场施
工人员亲切交流，向奋战在施工一线
的劳动建设者致以诚挚的问候。李卫
东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大家为新乡
高质量发展所作的无私奉献，要求相
关部门更加关心关爱一线建设者，为

他们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李卫
东指出，交通重大项目建设，对加速完
善新乡综合立体交通网具有重要意
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强化服务意识，加强协作配
合，盯牢关键环节，着力破解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难点，形成推进
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持续巩固当前
项目建设良好态势。李卫东要求，要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做到项目
建设和安全施工两手抓、两手硬，坚决
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项
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李卫东一行还深入长封飞地产业
园，实地调研医疗包装、医疗卫生用品、
环保设备生产装配等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并看望慰问生产一线职工，致以节
日问候。

李卫东调研重大项目
并看望慰问一线建设者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翟京元） 增加文化供给，提升营商环
境“软实力”。近日，我市举办 2024 年
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新闻发布会，市
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冰介绍了
我市公共文化建设发展情况。

近年来，我市颁布多个政策性
文 件 ，全 力 推 动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建
设。目前，全市共建有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 150
个，153 个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全部建成，3753 个行政村（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部建成，
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
系不断完善。

坚持统筹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更加均衡。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整体规划，持续加大县级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力度，做好文化场
馆新建、改造和提升工作。辉县市文
化苑项目、封丘县“四馆一剧院”、长垣
市黄河文化展示馆等项目已经竣工并
投入使用。

优化服务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更加卓越。精心打造“周周有戏”群
众文化活动品牌，举办非遗展示展演
活动，高规格举行多项赛事。加速推

进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进程，搭建起
“新乡文旅云”和“新乡公共文化服务
管理平台”。夯实基层文化服务基础，
全市已注册乡村文化社 2703 家，社员
1.27万人，发布作品6000余个。

突出特色品牌，公共文化服务带
动作用更加彰显。充分挖掘和利用我
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山水文化资
源、红色文化资源优势，积极融入省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塑造体系，
借势借力打造新乡特色文化品牌。全
力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赛事活动品
牌，连续举办比干文化旅游节、百泉药
交会、南太行徒步登山大会等重大文
旅活动；努力打造“箜篌之乡”文化名
片，组织久鼎箜篌惊艳亮相东盟博览
会、深圳文博会，成功举办首届黄河箜
篌文化艺术周。

在特色打造上，各县（市、区）根
据自身资源优势，开展了“桃花节”

“连翘花节”“槐花节”等赏花文化旅
游活动。全力培育文化惠民活动品
牌，连续 13 年开展“舞台艺术送基
层”活动，每年组织送戏下乡演出达
1200 场以上。“中原大舞台”“戏曲进
校园”等演出活动或文化惠民活动持
续开展，正在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惠
民文化品牌。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市县乡村全覆盖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翟京元） 大胆解“难”，着力治“痛”，及
时破“堵”。近日，我市举办 2024 年度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新闻发布会，凤泉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范俊杰介绍了
该区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凤泉区始终把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
素，聚焦产业发展和企业关切，强化服
务主体意识，大力改革创新，在 2022
年-2023 年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综合
评价中被评为良好水平，排名连续3次
上升。其中，市场监管、企业权益保
护、信用环境建设等指标位居全省第
一方阵。

为高效推动营商环境工作，该区
设立“3＋9”指标专班，建立双周例会
制度，在 190 家企业和重点项目派驻
第三批首席服务员，结合“万人助万
企”活动，帮助企业落实政策资金 206
万元。出台凤泉区政务服务效能提
升集中行动方案，全面开展政务服务

“好差评”和“我要评议”工作，确保服
务事项全覆盖、评价对象全覆盖、服
务渠道全覆盖、差评整改反馈全覆
盖。今年“好差评”好评率达 99.99%，

“我要评议”不满意数仅 1 条且已完
成整改。

对营商环境质量，群众有着最深
感受。该区通过提高政务服务标准，
不见面审批事项占比99.2%，即办件占
比94%，进一步压缩政务服务事项平均
时限。推进“多证合一”“证照分离”改
革，企业开办一个环节、0.2个工作日完
成。实施行政处罚信用修复主动告知
制度，在 20 个领域实施信用分级分类
监管，信用环境建设指标连续3年位列
全省前10。持续开展全领域、全流程、
一对一的“店小二”帮办代办服务。创
新推出企业开办“大礼包”服务，累计
为 1324 家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
5419枚。

聚焦诉求优化服务，借助河南省
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系统、“12345”热线
等平台，加快转办速度，进一步提升投
诉举报办理效率。上线“法治助企”小
程序，延伸基层服务触角，推进惠企政
策落实。

为营造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
“亲”“清”政商关系，该区积极开展“亲
清半月谈”活动，为企业出实招、办实
事、解难题、促发展。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
洪峰 实习生 张正霄） 金秋十月，牧野
大地处处好“丰”光。10 月 7 日，记者从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夏播以来，全
市上下抢农时、抓管理、防灾害，落实落
细各项粮食稳产措施，力保秋粮丰产丰
收。截至10月7日15时，全市收获秋作
物 599.4 万亩，占总面积近九成。从实
产情况看，今年秋粮丰收已成定局。

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表示，全市
“三秋”生产进展顺利。玉米收获期与
常年基本一致，比去年早一周左右，有

利于小麦及时播种。今年，我市秋作物
播种期遭遇极端高温干旱天气，7 月局
部田间积水，8 月大部分区域干旱少
雨。面对不利天气状况，各地加强管理
指导，狠抓增密、滴灌、分次施肥、病虫
草害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落实，为实现
秋粮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结合本地农作物分布、农机保
有量等情况，科学调度机械，精心部署
适时抢收工作。依托 59 支农机应急作
业服务队、30 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指

导种粮户、农机服务组织抓紧收获，农
机手提高机收减损技能，引导农机服务
组织、农机大户与各乡、村签订作业协
议，推广收、运、耕、种、管“一条龙”作业
模式，极大提高了农机作业组织化程度
和作业效率，并及时为军烈属和收种困
难群众提供机械化秋收服务，确保秋粮
颗粒归仓。全市共投入使用玉米收获
机 9503 台、花生收获机 3431 台、拖拉机
12万多台、秸秆还田机1.7万多台、播种
机 4.8 万多台，有力保障了“三秋”生产
顺利进行。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超） 近日，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河
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查批准了《新乡市集中供热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自 2024 年
11月1日起施行。

《条例》备受广大市民关注，不仅
是供热质量和服务的制度支撑，也是
解决集中供热问题的法治保障。《条
例》起草工作于 2023 年 10 月启动，通
过深入基层调研、学习考察经验做法、
开展座谈交流等，多方征求意见，历时
一年最终达成广泛共识。

《条例》共 6 章 43 条，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和实用性，有三个亮点：一是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市集中供热热源
不足、配套供热设施建设质量不高及

验收移交难、供热设施管理维护责任
不清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作出针对性
规定。二是坚持关注民生，对群众普
遍关心的供热温度、供热服务、收费方
式、争议解决、退费办理等事项予以明
确。三是坚持统筹协调，对供用热各
方利益进行综合考虑，明确热生产企
业、热经营企业、热用户的权利和义
务，明确政府及有关部门职责。

集中供热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生
活幸福指数的重大民生工程，做好集
中供热工作对于改善民生、促进和谐、
维护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条例》的颁
布实施，标志着我市集中供热管理工
作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
道，促进企业自觉规范供热行为，引导
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军旗

时间是一支如椽巨笔，记录山河巨
变，书写壮阔史诗。

75 年栉风沐雨，75 年接续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乡市伴随
着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铿锵步伐，迈过一道又一道艰难险
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
政府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团结带领 625 万牧
野儿女，锚定“两个确保”、落实“十大战
略”、推进“十大建设”，坚持改革创新、
突出系统观念，强化法治思维、运用市
场机制，攻难题、促发展、惠民生，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 2000 亿元、
3000亿元台阶，人均GDP连破3万元、4
万元、5万元大关。

今日之新乡，8291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经济结构为之一新、发展格局为之
一新、城乡面貌为之一新，现代化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

从数据看变迁——新乡更自信
读懂 75 年的发展史，有很多维度，

但一组组数据印刻着一串串发展足迹，
是如此的鲜明动人。

看经济总量：1949 年的新乡，地区
生产总值仅为 1.24 亿元；1975 年跨过
10 亿元门槛，1993 年跃上百亿元台阶，
2010 年突破千亿元大关，而 2023 年达
到了 3347.65 亿元，位居全省第 4 位，是
75年前的2699.7倍，年均增长9.5%。

看财政收入：那时的新乡，财政收
入仅为 781 万元，1996 年突破 10 亿元，
2012年突破百亿元，2023年达到241.51
亿元，75年来增长了3091倍，年均增长
11.5%。

看产业发展：75 年来，三次产业结
构从 89.5:7.3:3.2 优化成长为 8.9:42.4:
48.7，实现了向工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
的蝶变。2022年，新乡顺利入围国家创
新型城市建设名单，2023年在全国城市
创新能力百强榜上居第86位。

看居民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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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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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曾经遥不可及，圆梦从未如此
之近。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变化，正是
神州大地山乡巨变的生动写照。

用创新促跨越——新乡更出彩
黄河之滨，平原示范区。从神农种

业实验室到中国农科院中原研究中心，
再到平原实验室，由院士领衔的一大批
科研团队，正潜心攻克一个个科技难题。

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创新是第
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近年来，我
市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
建设的核心位置，以超常规建设中原农
谷为牵引，一体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创
新人才引育、科技成果转化，全力打造
国家创新高地。

“新乡种”丰饶“中国仓”。种子乃
农业的“芯片”，好种子、好土地才能打
出好粮食。一系列国家级大奖、打破行
业记录的科研成果，助推中原农谷全面
起势。今年 6 月，雷振生教授团队领衔
培育的“郑麦379”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而在去年，这支团队培育的“郑麦
918”，以 1918 万元的价格成功转让生
产经营权，刷新了我国小麦单品种转让
价格纪录。

中国小麦看河南，河南小麦看新
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茹振
钢教授正朝着小麦亩产 1000 公斤的新
梦想不懈努力，中原学者欧行奇教授接
连主持培育了“百农 207”“百农 307”

“百农607”等高产小麦新品种。全国推
广面积排名前 10 的小麦品种，中原农
谷占了6个。

以打造环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
中心创新生态圈为引领，聚焦粮食、油
料、果蔬、食用菌、中药材、畜禽、水产、
花木八大领域系统发力，中原农谷成为
全省“三足鼎立”科创大格局的重要一
极，阔步迈向现代种业“硅谷”和农科

“芯城”。
科技创新结出产业绚丽之果。近

年来，我市突出产业兴市、制造强市，发
挥高校院所优势，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传统支柱产业焕发新活力，战
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未来产业加快
培育，为进位升级和跨越发展蓄积了澎
湃动力。

在长垣市，恒发科技制造成为比亚
迪等知名车企的核心供应商；在卫滨
区，中铁隧道设备产业园源源不断地输
出“大国重器”；在凤泉区，抗淋巴瘤创
新药 TM471-1 胶囊Ⅰ期临床试验顺利
开展；在高新区，市政府与上海交大合
作共建的新乡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组建
运行……

可曾想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
白、百废待兴，新乡只能生产加工初级产
品和简单的轻工业品，而现在，航母远
航、蛟龙深潜、天宫探月、高铁驰骋，以及
中国芯、创新药、智能车等，都有来自新
乡的卓越贡献。装备制造、食品制造、轻
纺、生物与新医药4个1000亿级，化工、
电池及新能源2个500亿级产业集群，成
为推进产业兴市的“压舱石”。

近 3 年来，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研发
活动“四有”覆盖率年均增长20%，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连续 3 年稳居全省前
列。全国重点实验室实现零的突破。
全市拥有省级实验室 2 家、排名全省第
2 位，拥有 23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排名
全省第 3 位，省级以上实验室总量位居
全省前3位。

以实干交答卷——新乡在奋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一切发展依靠群众、一切
发展成果由群众共享，推动乡村振兴展
现新画卷、城市建设取得新变化、民生
事业得到新提升。

9月28日，获嘉县史庄镇西曹庄村
好不热闹，千年古县·和美获嘉全国秋
季“村晚”在这里举行。农民唱主角，村
味、农味满满，乡情、乡愁四溢，文旅、文
创融合，展示了新时代农村新变化、农
业新气象、农民新面貌。曾经的西曹
庄，脏、乱、差，借助全市“三通一规范”
建设工程以及和美乡村建设，迅速蝶变
为绿、富、美。

今天的新乡，无数个“西曹庄”行走
在乡村振兴大道上，农民群众意气风发
迈向共同富裕。2023年，在全省乡村建
设、乡村振兴考核中，我市分别荣获第1
名、第2名的好成绩。

乡村越来越美，城市日新月异。红
旗区、牧野区等中心城区“起高峰”；向
东，经开区这座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产业
新城、打造开放高地；向西，卫滨区这片

铁西片区承载过去与现代，并日益焕
新；向北，五彩凤泉城更加宜居；向南，
高新区作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既成就了创业者的梦想，也构筑了
都市族的新家园。

在县域，长封一体化协同发展从蓝
图走向实景，推动“百强县”、带动“脱贫
县”园区共建、产业共育、人才共用、成果
共享、民生共通。新晋、沿太行、鹤辉、濮
卫、兰原等多条高速公路同步建成通车，
新开黄河大桥通车在即，安罗、长修等高
速公路预计明年年底建成，既加快新乡
深度融入郑州都市圈，也让诗和远方与
新乡山水相连。在国省干线公路 2023
年综合评价中，我市位居全省第1位。

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40
多条家门口的“梗阻路”畅通了上学上
班路；用阅读涵养心性，用墨香表达情
致，用歌声抒发豪情，用文化滋养城市，
114 座“馨香书坊”氤氲了人们精神世
界；“周周有戏”“月月歌唱”活动丰富了
群众多彩生活。清淤管道 870 公里，守
住脚下的安全；卫河左岸公园、城市绿
道、口袋公园等集生态观光与运动休闲
为一体的设施呈现眼前，出门见绿、转
身即景、动中悦心。

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换群众“好日
子”，每年财政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
70%左右。3 年来，全市新增技能人才
54.23 万人，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269所，灾后重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八
大片区更新稳步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加
快推进。

事业在发展，党的建设持续加强。
近年来，我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浦江经验”，以“五星”支部创建
为抓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探索构
建了“党建＋大数据＋全科网格”的基
层治理新体系，2023年农村“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综合成绩位居全省前列，农
村、社区“五星”支部创建成绩比 2022
年显著提高。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
间”。舒展 75 载春秋画卷，我们豪迈自
信；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我们更要自立
自强。征途如虹，重任在肩，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以新担当新作为新气
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乡实践中作
出更大贡献。

无边光景一时新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新乡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

国庆假期期间，在原阳县太平镇菜吴村稻
田里，村民使用大中型农机收割水稻，提升收
割效率、降低人工成本，确保稻谷颗粒归仓。

李青春 摄

农机奏响
水稻丰收曲

我市秋作物收获近九成

《新乡市集中供热条例》
11月1日起施行

设“3＋9”指标
促营商环境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