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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
改荣） 3月21日，市委宣传部举行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乡答卷”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平原示范区专场，中原
农谷管委会副主任、新乡市农业高新技
术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杨海峰发布该区
2024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关负责
人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2024年，平原示范区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聚焦中原
农谷超常规建设和平原示范区高质量发
展，锐意进取、真抓实干，经济发展回稳
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78.59亿元，增长4%；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0.5%；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4亿元，增长7.6%，居全市第3位。

中原农谷高质量发展态势向新向
好。中原农谷创新能级跃升，种业成果
丰硕。据介绍，平原示范区以中原农谷
建设为核心，聚焦种业“卡脖子”技术攻
关，全年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生物育种产
业创新中心创新生态圈持续完善，保藏
种质资源达18万份，吸引果蔬园艺作物
种质创新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67家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62支研发团队及隆
平生物等88家种业企业入驻。重大技术
突破不断涌现，“小麦—冰草”远缘杂交
等关键项目取得标志性成果，全年培育
优良新品种178个，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
易金额超亿元。同步完善服务保障体
系，中原农谷投资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
完成注册，投融建运管“五位一体”高标

准农田建设模式成为省市创新典型。
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加速形成。2024

年，平原示范区成功举办中原农谷国际
种业大会及两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签
约江楠农产品产业园、省畜禽遗传资源
基因库等重大项目106个，总投资191.7
亿元；争取上级资金30亿元，电工电气产
业园、凤栖苑保障性租赁住房等25个省
市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产
业生态持续优化，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分别达72家、44家、17家，华佳新材
料、印都数码获评河南省制造业单项冠
军，华兰基因贝伐单抗注射液实现产业
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民生福祉提质，城乡治理更趋完

善。城乡生活品质显著提升：交通领域
打通“三纵三横”6条断头路，43个行政
村实现“三通一规范”；民生支出 13 亿
元，全面保障就业、教育、医疗等底线；
创新设立蔬果自产自销疏导点、便民夜
市等 600 余个摊位，激活城市烟火气；
智慧城管、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系统全
面建成。文化品牌持续擦亮，四季“村
晚”、中原农谷捕鱼节、“乡见”桃花源等
活动轮番上演，微短剧“剧集地”揭牌，
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2025 年，平原示范区将进一步提
升创新平台能级、激发人才集聚势能、
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增强种业市场竞争
力，打造中原农谷2.0版本，加快建设现
代种业“硅谷”和农科“芯”城。

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讯（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
改荣） 3月21日，市委宣传部举行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乡答卷”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高新区专场，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刘彦斌发布该区2024年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相关负责人现场回答记者
提问。

2024 年，高新区全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 4.9%；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居
全市第 4 位，工业技改投资增速达
147.7%，稳居全市首位；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7.7%，增速全市第一；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1.7 亿元，全口径税收
18.06亿元，位列全市第 3位；国家高新
区综合评价排名全省第 3，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丰硕，区域经济呈现“稳中向上、
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强劲态势。

创新资源加速集聚。锚定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全年发放“牧野英才”奖补
资金78.95万元，累计发放455.05万元；
新增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20 个，累计达
361个，占全市总量17.2%，其中国家级
平台 24 个、省级平台 140 个，数量均居
全市首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分别达 157 家和 296 家，占全市比
重17.8%、20.5%，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
工作获省科技厅表彰。上海交大新乡
生物医药创新中心3个项目成功转化，
省医学科学院、中医药科学院及中原智
能医学实验室新乡基地相继落地，郑洛
新自创区生物医药产业共性技术平台
建成投用。

产业升级步伐坚实。主导产业优势
凸显，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家居三

大产业工业增加值占比达84.1%；高新技
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占
工业总产值的88%和44.4%。全年新增

“四上”企业38家，总数达393家；培育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9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家。科隆集团入
选河南企业100强，华兰生物获评省制造
业头雁企业，平和滤清器等4家企业入选
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全年实施
500 万元以上项目 224 个，完成投资
266.5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16%。
其中，华兰生物医药研发及智能化生产
基地（总投资 30 亿元）、新飞智家科技
产业园（总投资15亿元）等72个重大项
目竣工投产；新乡工程学院大学科技园
（30 亿元）、新航集团航空机载产品智

能制造（15 亿元）等 56 个项目开工建
设，为产业发展积蓄新动能。

民生领域持续发力。新建市政道
路8条，改造拓宽道路5处，整治雨污水
管网66处；新建老年助餐点11个、养老
机构24家，新增就业2397人，发放创业
贷款3160万元。关堤乡撤乡设镇，振中
街道14个社区实现“暖心驿站”全覆盖，
获中央社会工作部及省、市高度认可。

2025 年，高新区将深化“创新驱动
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融合（“两新”融合），实施“创
新能力提升、企业优势再造、产业生态
优化”三项行动，强化重大项目、开放招
商、城市配套、营商环境四大支撑，全面
提升经济发展首位度与群众满意度。

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丰硕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改荣） 3月21日，市委宣传部举行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乡答卷”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经开区
管委会主任刘文君发布该区2024年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相关负责人现场回
答记者提问。

2024 年，经开区认真落实党中央、
省、市决策部署，苦干实干、奋勇争先，
全力打造“产城融合示范区、新乡东区
核心区”，进一步“巩固提质再加速”，
综合经济实力迈上了新台阶，整体呈
现出经济向上、结构向优、态势向好的
局面。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3%，连续两年居全市第 1 位；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16.1%，居全市第1位；其他
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市第一方阵。在

最新的国家级经开区考核中排名 120
位，连续 2 年进位升级，取得历史最好
成绩。

产业发展支撑有力。龙头企业质
效 倍 增 。 新 乡 化 纤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12.7％，中纺绿纤营收同比增长14.5%，
豫新热管理产值同比增长28.3％，带动
纺织服装、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逆势
上扬。产业项目增势强劲。2024年，实
施产业项目128个，总投资280.6亿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75％，完成投资73.4亿
元，占全年总投资的 106％。新兴产业
蓄势待发。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
料等新兴产业势头强劲，先进医学产业
园加速推进，润宇新材料细分领域市场
占有率全省第一，全国第二。

科技创新活力涌动。加快实施

“六新突破”，科之诚芯片实现量产、豫
新热管理直冷板亮相国际博览中心，
成功获批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区、省数字化转型示范区、省转型升级
试点开发区。成功申报20个省级以上
荣誉，其中：新乡立白获批国家级绿色
工厂，华洋包装获批省级智能车间，华
锐锂电获批省级质量标杆。新增“四
上”企业 32 家，总数达到 221 家。新增
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9家，总量达28
家；新增 5 个省级创新平台；认定备案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36 家。连续 5
年获评全省技术合同先进登记机构。

对外开放名片更靓。全年完成进
出口总额34亿元，同比增长13%，全市
排名第2。中欧班列扩量提质，全年开
行 117 列，超额完成省定目标，发运标

准箱9284箱，同比增长39.5%。
产城融合相融共生。坚持“产、城、

人”融合发展理念，一附院经开院区、职
业技术学院等19个配套项目加快推进，
久鼎箜篌博物馆揭牌运营，经开里特色
商业街区、平原湖公园等优质消费场景
已经形成，年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品
牌教育”成效显著，与育才、师大附中、
神州天立等名校合作办校，招生人数增
长36%，户籍生基本无外流，中招、高招
成绩再创新高。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242天，全市排名第1。

未来，经开区将聚焦省委“四高四
争先”，认真落实省委、市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锚定“国家级开发区百强”
目标，接续奋进，为全市发展大局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经开区：冲刺国家级开发区百强

雷锋精神，这一承载着深厚历史
底蕴与道德内涵的精神典范，不仅代
表着无私奉献、乐于助人、艰苦奋斗的
崇高境界，更在新时代焕发出指引青
年奋斗者的精神光芒，并转化为他们
的行动指南。它如同一盏明灯，照亮
了青年前行的道路，成为他们在新时
代征程中的精神灯塔与行动纲领。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正处于
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国际环境
复杂多变的特殊时期，人民生活水
平低下，国家建设面临重重困难。
在 这 一 历 史 背 景 下 ，雷 锋（1940
年 -1962 年）以其短暂而光辉的一
生，践行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誓言。
他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如帮助战
友缝补衣服、照顾孤寡老人、义务劳
动、捐款捐物等，展现了共产主义战
士的崇高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风
貌。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亲
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将雷锋
精神正式确立为全国人民学习的道
德标杆和精神典范。此后，雷锋精
神超越了个人行为的范畴，升华为
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砥砺前
行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

雷锋精神的内涵丰富而深刻，它
涵盖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的坚定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
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的敬业精神，以及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创业精神等多个方面。这些精神
品质在雷锋的生平事迹中得到了充分
体现。

作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始终坚
守着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坚定
信念。他深知，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
命运紧密相连，只有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奋斗终身，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因此，他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始
终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和敬业精神，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专
一行精一行”的深刻内涵。他对待工
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总是力求把每
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这种敬业精神
不仅体现了他对工作的热爱和执着，
更展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
奉献。

雷锋精神的核心在于服务人民、
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他始终把人民
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关心着人民群
众的疾苦和冷暖。无论是帮助战友解
决生活上的困难，还是照顾孤寡老人、
义务劳动，他都毫无怨言地付出自己
的时间和精力。他的这种奉献精神不
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和尊敬，更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投身到
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

同时，雷锋精神还体现了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在物质匮
乏的年代，雷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
的生活作风，从不浪费一滴水、一度
电、一粒米。他深知，只有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才能战胜困难，实现国家的
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这种创业精神不
仅体现了雷锋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
感、使命感，更展现了他对未来的坚定
信念和无限憧憬。

新时代赋予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
涵和实践要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中，雷锋精神不仅是青年成长
的精神灯塔，更是他们行动的纲领和
指南。它要求新时代青年将崇高理想
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学习、工
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在学习上，新时代青年应该秉承

雷锋“钉子”精神，勤奋学习、刻苦钻
研。他们应该深知，知识是改变命运
的钥匙，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石。
因此，他们应该珍惜时光、努力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
平。同时，他们还应该注重培养自己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勇于探索未
知领域、挑战自我极限。

在工作上，新时代青年应该发扬
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的敬业精神。他们应该对待工作认真
负责、尽职尽责，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
情和执着。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们
都应该力求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
好，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
力量。同时，他们还应该注重团队合
作和集体荣誉，学会在集体中发挥自
己的优势和作用。

在生活上，新时代青年应该践行
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
神。他们应该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
苦和冷暖，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
公益活动。无论是帮助孤寡老人、关
爱留守儿童，还是参与环保行动、推广
文明风尚，他们都应该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雷锋精神的深刻内涵。

从“螺丝钉精神”到“人人可为的
志愿服务”，雷锋精神的实践路径不断
拓宽。在新时代，雷锋精神已经渗透
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倡导青
年在集体中发挥作用，以“干一行爱一
行”的敬业精神对待学业与职业；以

“助人为乐”的情怀参与社会服务，构
建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以“艰苦奋
斗”的意志面对人生挑战，在创新创造
中贡献青春力量。

在校园里，新时代青年以雷锋精
神为指引，积极参与各种志愿服务活
动。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农村，为孤寡
老人送去温暖和关爱；他们走进学校、
走进课堂，为留守儿童带去知识和希
望。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
落，用实际行动诠释雷锋精神的深刻
内涵。

在职场上，新时代青年以雷锋精
神为动力，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和综合能力。他们勤奋工作、勇于创
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用
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的敬业精神，
为国家和人民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社会中，新时代青年以雷锋为
榜样，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社会
事务。他们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社会
热点，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传递正能
量。他们的行为不仅赢得了社会的赞
誉和尊敬，更激励更多人积极参与到
公益事业中来。

雷锋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永不
过时，关键在于其与时俱进的时代
价值和普遍意义。它不仅是道德建
设的标杆和典范，更是青年奋斗的
座右铭和行动指南。在新时代的浪
潮中，每一位青年都应以雷锋精神
为指引，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之中，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
凡的人生篇章。

正如雷锋所言：“我愿做高山岩
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
暴风雨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
的日子里度过一生。”这种锐意进取、
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新时代青年最
宝贵的财富。他们应该敢于担当、勇
于作为，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他
们应该保持初心、坚守信念，在人生的
道路上矢志不渝。只有这样，他们才
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和佼佼
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
的力量。

雷锋精神：新时代青年奋斗者的
精神灯塔与行动纲领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续

编者按：雷锋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在新时代背
景下，雷锋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其核心：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爱岗敬业、艰苦
奋斗，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为更好地深入探讨雷锋精神的理
论基础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实践路径，市社科联、新乡日报社组织我市社科专家
撰写了系列理论文章，希望能引发广大读者的思考与共鸣，激励更多人在平凡
的工作和生活中践行雷锋精神，共同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本报讯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宗斌） 3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联合召开市两会代表建议
和政协提案集中交办会。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郑援越、副市长杜玉坤、市政
协副主席申乐民、市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范士富、市政府秘书长王洪伟、市政
协秘书长侯兰胜出席会议。

今年全市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共提出 271 件人大代表建
议、424件政协委员提案。这些建议和
提案内容涵盖工业、科技、教育、卫生、
农林水利、交通运输、财政、民生等多
个领域。

郑援越、申乐民分别向市政府及

有关单位交办了代表建议、政协提案
和代表建议督办件，并就做好今年人
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杜玉坤指出，各承办
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改进方式方法，
强化组织领导，高质量办理好人大代
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为更好服务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会议还表彰了 2024 年度市人大
代表重点建议办理先进单位、2024 年
度市人大代表建议优秀案例和办理答
复市人大代表建议优秀案例，市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优秀提案、提案
办理先进单位和提案办理先进个人。

市两会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集中交办会召开

（上接第一版）加强南水北调工程防洪安
全保障，对重要防汛部位安装视频监控系
统，精心绘制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新乡段
示意图，完善电子地图系统；加快南水北
调中线河南段防洪影响处理工程（新乡
市）项目建设，保障南水北调工程安澜及
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快合河水利枢纽建设，有效破
解卫河流域防洪问题。卫河流域洪水主
要来自淇门以上，目前卫河流域上游无大
型防洪控制性枢纽工程，对上游山区洪水
基本无控制能力。规划的合河水利枢纽
工程建成后，通过水库拦洪削峰和河道治
理措施，将合河—黄土岗全段安全泄量提
高至850立方米/秒，有效减轻卫河共渠下
游河道的防洪压力，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
一遇，保障新乡市主城区及下游鹤壁、安
阳等地区防洪安全。

（三）健全黄河水旱灾害防御“三大体
系”建设，提升黄河综合防御能力。一是
不断完善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十四
五”防洪工程建设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并通
过投入使用验收，近三年完成控导工程水
毁修复和临时度汛处置项目44处，有效保
障了防洪工程的完整性和防汛抗洪能
力。二是加快建设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
应用黄河“四预一体化”平台等信息化平
台开展雨水情监测预报工作，共建成监控
指挥中心 4 处、自记水尺 15 处、视频监控
点 33 处，布设智能传感器 812 个，实现了
工程水位全天候监测及坝岸安全监测；建
成覆盖 29 个黄河一线班组的视频会议系
统，实现直通一线班组的线上会商研判，
巩固“市—县—班—点”四级防汛扁平化
指挥体系。三是建立健全水旱灾害防御
工作体系，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
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制，印发黄河防汛工
作方案，细化实化责任落实；按年度修订
完善黄河防洪预案，加大防汛物料、队伍
落实力度，成功举办防汛抢险、堤防堵口
等多次实战演练。

（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构建人水和
谐发展新格局。2024 年天然文岩渠长垣

段获评省级“美丽幸福黄河示范河段”称
号，全市建成 10 条市级美丽幸福河湖，今
年又有卫河城区段、共产主义渠城郊段、
黄河平原示范区段、黄河长垣段 4 条（段）
河流冲刺省级美丽幸福河湖荣誉。通过
全市的努力，“抬头望得见青山，低头看得
见碧水”的愿景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

三、优化水资源配置结构，加强供水
安全建设

（一）探索优化黄河水指标，满足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需求。目前，我市供水水源
主要为当地水、南水北调水、黄河水。南
水北调水指标 3.916 亿立方米，主要用于
城镇生活用水。黄河水分配指标为 8.9亿
立方米，其中农业灌溉水指标 7.68亿立方
米，生活用水 0.6 亿立方米，工业用水 0.62
亿立方米。近年来，随着农业节水工作的
推进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用水需求结构
发生显著变化。我市积极推进黄河水指
标优化调整，在保障农业生产需要的基础
上，增加工业、生活用水指标，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

（二）开展农村安全饮水建设，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农村
集中式供水工程 1064 处，城市管网延伸
工程 14 处，共覆盖供水人口 493.7 万人，
自来水普及率达 99.06%，规模化覆盖率
达 60.5%。全市千吨万人工程标准化管
理达标率达 83.6%，全市 11 个县（市、区）
已实现县域统管，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
水资源保障。

（三）推进黄河水备用水源建设，提高
供水保障能力。按照城市供水的要求，
正在全力推进黄河水备用水源项目建
设，逐步实现市区以南水北调水为主、黄
河水为辅的双水源格局，确保城乡居民供
水安全。

风正潮平，正当扬帆远航；任重道远，
更需策马加鞭。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让
我们凝心聚力，振奋起来，团结拼搏，走深
走实，久久为功，为扎实推动水利高质量
发展，促进新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
实的水安全保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县
（市、区）和更多的企业，把项目建设的
基点牢牢打在科技创新和智能化、绿
色化、融合化转型上，用科技含量这把
尺子丈量项目，能下最大决心，走出路
径依赖，谋划和实施一批科技含量高、
投资规模大、市场前景好、带动效应强
的高质量项目，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做对的项目，最根本的还是要立
足于一个地方的实际，整合出最好的
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优势，打造出最
好的品牌。做项目从来都是无中生
有，也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世上本
来没有项目，项目是靠人的头脑谋划
出来的、是靠人的实践推进实施的，
没有经营项目的意识，不主动谋划、
不持续推进，等不来项目，要不来项
目，天上掉不下来项目，也建设不好
项目。项目也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
它一定依赖于特有的意识存在、物质
存在、资源存在，是多个方面共同作
用的成果，是认清了你我他、审视了
历史现在和未来，理清了市场和消
费、需求与供给之后的头脑产物和实
践产物。原阳县生态预制菜产业近
年来之所以能取得好的发展，得益于
对区域优势、农业优势、交通优势等
的系统整合，封丘县从省外引进的一
家企业之所以连续 5 次追加投资、已
实施了 5 期项目，得益于对劳动力资
源丰富这一优势的运用发挥。我市
富有科教优势、产业优势、土地优势、
人力资源优势、用工成本优势等诸多
优势，各个县（市、区）又有不同的具
体的多方面优势，只要胸有乾坤、用
活资源、放大优势，就一定能根据发
展实际和发展需要，谋划和实施出好
项目、大项目，推动我市发展日日精
进、事业常新。

“匪惟意美，法亦良矣”，做对的
项目，并把项目做对，还需要解决方
法路径的问题，还有一个在实践中
不断总结突破创新方法的问题，有
了正确的方向和良好的愿望还不
够，还得有正确的方法和路径。毛

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讲过一个神话
故事：有一回，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去
蓬莱朝圣。他是个仙人，骑毛驴和
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
到另一个仙人吕洞宾。吕洞宾问张
果老要到哪去？张果老说：“上蓬莱
朝圣。”吕洞宾惊讶地问：“蓬莱在
东，你骑毛驴往西，怎么能到？”张果
老反而不高兴地反驳说：“我的脸是
朝着东方的蓬莱啊！”毛泽东同志意
在以此说明一个道理：即使目的无
比正确，但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
命就不能胜利。我们认为，这个道
理同样适用于项目建设。在项目谋
划和建设中，我们要尊重项目建设的
一般性规律，既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现实条件，主观臆想、贪大求洋、画饼
充饥，靠拍脑袋想问题、作决策，又要
有前瞻意识、未来眼光，不能跟在别
人后头亦步亦趋、比葫芦画瓢；要把
人作为项目谋划和建设的最重要、最
积极、最根本因素，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以及和经营主体的关系，让
懂项目的人抓项目，努力调动起来人
的积极性特别是企业家队伍的积极
性；要建立严格的、实施全生命周期
管理的项目谋划和推进机制，包括调
度机制、观摩机制、奖惩机制，能者
上，中者让，庸者下，劣者汰，允许有
失误，但不允许无所作为，用制度建
设的“霸道”推进项目建设这个“王
道”；要注重营商环境建设，不把“最
佳”放在口头上，拿出硬手段，打造软
环境，真正营造近悦远来的投资洼
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打造项目建设的高地。

我们报道组的同志，尽管在平时
和项目观摩中了解了一些情况，但对
项目建设并不熟悉，更确切地说，是知
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不过，我们
还是愿意把听到的、想到的写出来，与
你们交流，也与项目谋划和实施者交
流，也算是以耿耿之怀、庶竭驽钝为新
乡发展尽力吧。

全市项目建设观摩随行报道组
2025年3月21日

做对的项目，把项目做对扎实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全力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