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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乡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

□记者 刘志松

3月4日，我市召开2023年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市政府副
秘书长聂向中介绍2023年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市发改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牛守斌，市统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王军选回答记者提问，市委宣
传部外宣办主任韩升阳主持新闻发
布会。

2023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
势和交织叠加的风险挑战，全市上下
全力稳增长、增动能、惠民生、防风
险，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稳中提
质。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347.6
亿元，居全省第4位，增长1.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241.5亿元，增长6.4%，
规模、增速分别位居全省第4位和第
3位。

经济运行整体向好。我市出台
提振市场信心90条、助企惠民政策清
单158项、免申即享清单41项。深化

“万人助万企”活动，解决企业问题
1327 个。累计减免税费 134.4 亿元。
新增贷款357.3亿元，增长11.8%。新
登记市场主体 11.6 万户。规上企业
首次突破2000家。实施亿元以上项
目983个，完成投资1374亿元。开展
四期“三个一批”活动，191个项目投

产达效。451个省、市重点项目超额
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灾后重建 4870
个项目基本完工。开展促消费活动
200 余场，发放消费补贴 6267 万元，
拉动消费近50亿元。旅游景区接待
游客、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分别增长
110.6%、152.5%。

中原农谷成势见效。中原农谷
党工委、管委会组建完成，中原农谷
投资运营公司挂牌运行，13名院士领
衔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一
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建成落户，省级农
高区获批建设，入驻省级以上科研平
台53家、种业企业74家、专家团队39
支，种业领域人才达311人。37个农
作物优质品种通过审定。初步形成
共同参与、产学研协同的种业创新体
系。

创新能级持续提升。新型研发
机构总量居全省第2位，研发投入强
度居全省第3位，在全国城市创新能
力百强榜中居第86位。新增科技型
中小企业 182 家、高新技术企业 175
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20家，均居全
省前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4.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
覆盖率达 72.9%，技术合同交易额增

长29%。引进顶尖领军人才21人，32
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奖。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我市成功
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百强。实施技
术改造项目 715 个，完成投资 620 亿
元。上市企业总数达到11家，居全省
第3位。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
智能工厂（车间）各14家，新增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8 家、省级
112 家。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1000 亿
元，居全省第 5 位。143 个现代服务
业重大项目，完成投资220亿元。新
入库服务业企业379家。

改革开放深化拓展。我市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圆满收官，新乡国资集
团获双AAA评级，市县两级事业单位
重塑性改革顺利完成。工业投资、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工业利润分别占
全市总量的53.4%、60.4%、72%。四期

“三个一批”活动签约项目519个，总
投资 2707 亿元。到位省外资金 849
亿元，增长9.3%；中国（河南）自贸区
新乡联动创新区获批建设。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213列、增长63.9%，推进
准入准营一体化，实现开办企业一网
通办、一个环节、一日办结。“有诉即
办”窗口实现市、县、乡（镇）三级政务

服务大厅全覆盖。我市在全省营商
环境评价中居第6位，前进3个位次。

城乡面貌持续改善。3条道路下
穿工程建成通车，4条城市道路改造
完成，打通8条断头路。八大片区更
新改造全面启动，完成投资 114.1 亿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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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在全省率
先建成10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2023年粮食总产达到93亿斤。大力
推进“三通一规范”建设，新改建农
村公路 460 公里，实施产业类项目
225 个，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幅
13.5%。

民生事业全面进步。全年民生
支出 352.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72%，城镇新增就业8.8万人、转
移农村劳动力 2.3 万人。开展各类
职业技能培训 23.9 万人次、新增技
能人才16万人。新建改扩建公办幼
儿园 26 所、中小学 54 所，新增学位
3.5 万个。全市社会大局稳定，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
升。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347.6亿元，居全省第4位

2023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亮眼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完成
586.6 亿元，总量居全省县（市）第 9
位，居我市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53.3亿元，税收收入完成41.1
亿元，税占比达 77.2%，收入总量、税
收收入、税占比分别居全省县（市）第
5位、第1位、第10位；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5.9%。蝉联全国综合实
力百强县，排名第87位，较上年提升
2 个位次……”3 月 4 日，在新乡市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长垣专
场上，长垣市委常委、副市长何秋月
通报了长垣市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一组组数据展现出长垣经济的
澎湃活力和强劲动能,长垣市交出了
一份成色好、分量足的成绩单。

2023年，长垣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和新乡市的决策部署，锚定省
委“两个确保”“十大战略”，对标新乡
市委“两大跨越”“产业兴市”“十大工
程”，持续打造“两个示范”，加快推进

“二次创业”，深入实施“双十行动”，
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高效统筹发
展和安全，经济社会实现平稳较快发
展。具体体现在：

经济发展动能强劲。谋划实施

千万元以上项目 528 个，完成投资
583.4 亿元，卫华低碳智能装备产业
园一期等273个千万元以上项目竣工
投用。深度参与县域治理“三起来”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系列活动，成功举
办首届中原碳材料产业国际研讨会、
粤港澳大湾区长垣推介会等活动，签
约落地亿元以上项目135个。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额增长 13%。2022 年度
营商环境评价居全省县（市）第 6
位。

产业升级蹄疾步稳。粮食总产
15.6亿斤。新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
30 家，新获评绿色产品认证 7 个、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4个。入选新一轮
院县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
县。实施技术改造项目223个，完成
投资199.5亿元。现代食品产业园启
动建设。打造精品乡村旅游线路 8
条，成功创建省级旅游标准化示范
市。

改革创新持续加力。新注册企
业 4636 家，企业总量达到 30727 家，
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82840 家。新增

“四上”企业128家。新增省级以上创
新型平台 15 个、创新型企业 206 家，

研发投入强度达 3.45%，成功入选国
家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

城乡一体化建设加速。实施城
市更新项目91个。完成老旧小区改
造19个、棚户区改造3个。打通匡城
路等断头路 20 条，建成市政道路 11
千米，新划补划停车位10750个。“四
通三化一规范”工程深入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始终保持全省第
一方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经验获全国
推广。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全市民生
支出占比达到67.7%，城镇新增就业、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失业人员
再就业人数均超额完成新乡市定目
标。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幼儿园
11所。被评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课
后服务示范区、全省首批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实验区。街道综合养老
中心、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实现全覆
盖。PM2.5平均浓度下降6%，优良天
数、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等主要指标均
居新乡市第一位。恼里派出所获评
全国第三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成绩属于过去，奋斗永无穷期。

何秋月介绍，长垣市2024年发展预期
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9%，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8%，进出口总值保持平稳
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以
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以内，居民
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粮食产量
16亿斤以上，单位GDP能耗与“十四
五”目标统筹衔接。

愿景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
为实现这些目标任务，长垣市将聚焦
新乡市“1+6+5”工作布局和“十大路
径”，以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为统
领，紧抓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建设中等城市等重大
战略机遇，围绕项目建设、产业转型、
创新驱动、招大引强、城乡融合、绿色
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持续发力，持
续打造“两个示范”，加快推进“二次
创业”，深入实施“双十行动”，着力构
建“4+2”产业体系，统筹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安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长垣实践，为实现中原更加出
彩贡献长垣更多力量。

长垣市经济发展动能强劲

GDP完成586.6亿元 总量居全市第一位
□记者李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