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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2024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系列第九场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陈卓）10 月 31 日
上午，在新乡市2024年度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系列第九场新闻发布会上，市
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海玲
介绍了全市交通运输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的情况。

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积极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化交通运
输“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和效能，全力打造便捷、畅通、安全的
道路运输网络，推动我市交通运输工
作再上新台阶，为我市全面转型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运输服
务保障。

截至目前，全市高速公路里程达
488 公里，高速公路网密度位居全省
第六；普通干线公路达 1619 公里，其
中二级及以上公路占比达 88.8%，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16.5个百分点，位居
全省第一方阵；农村公路达 12068 公
里，等级以上公路占比99.9%；现有道
路运输企业 27082 家，道路运输车辆
63320 台；成功创建国家公交都市建
设示范城市、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
市，连续两年因公路水路年度投资总
量、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情况等，被省
交通运输厅予以资金激励，市交通运

输局首次被市委、市政府记集体二等
功；2022年至2023年6月综合立体交
通指数指标省评排名全省第九，较上
年度提高3个位次。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通过紧抓全省高速公路“13445 工
程”历史性机遇，围绕构建“四横四
纵两环”高速公路网，持续优化建设
环境。新晋、沿太行等5条高速公路
2022 年年底建成通车，新增高速公
路 220 公里，高速通车里程达到 488
公里；安罗、长修等 5 个在建项目稳
步推进，全面掀起施工高潮，预计

“十四五”末全部建成通车，届时新
乡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 645
公里。

干线公路实现突破。按照“绕行
城区、强化一体、交旅融合、联网成
环”的原则，S309 长济线新乡西环至
获嘉修武界段改建等工程建成通
车，S229、S311 等“三环贯通”项目加
快推进，郑新快速路项目土地组卷
获批，已全面开工建设；G230封丘开
封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已进入收
尾攻坚阶段，年底将建成通车；S310
长邵线大广高速至经十五路段路面
修复提升等新开工项目正在加快推

进前期工作；2023 年，新乡市普通公
路水路综合评价位居全省第一，国
省道管养路面技术状况指数位列全
省第二。

农村公路成效显著。以全域创
建“四好农村路”为抓手，乡村的交通
网络日益完善。封丘县成功创建全
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新乡县、长
垣市、辉县市、卫辉市等四个县（市）
被评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十四五”以来已累计完成新改建农
村公路1709公里，超额完成“十四五”
期新改建1500公里的目标任务。

区域交通枢纽体系不断健全。
城乡客运服务提质增效，长垣、辉
县、封丘、获嘉、延津成功创建省级

“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枢
纽地位巩固提升，市本级、长垣、原
阳、卫辉 4 个省级区域性物流枢纽
（节点）建设先后获批，新乡市省级
区域物流枢纽数量全省第一；综合
枢纽扩能升级，新乡现代公铁物流
园的“服务河南自贸区两体系一枢
纽建设新乡铁公海多式联运示范项
目”被列为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河南综合信兴物流园、新乡货运东
站物流园（二期）建成投入使用，区

域物流核心承载体系不断完善，豫
北现代物流中心地位稳步提升；枢
纽经济发展壮大，“中欧班列（中豫
号）”、铁海联运常态开行，2023 年开
行 204 列，同比上涨 56.92%，新乡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构建国际物流
大通道取得突破性进展；智能交通
运输监管持续巩固，目前我市共有
交通运输非现场执法点位 51 处，在
全省率先实现了市、县两级一个平
台并网运行、统一标准、数据共享、
案件办理全程可视化，构建了覆盖
我市重要货物运输通道、重要桥梁、
重要路口等路段节点的交通运输执
法“天网”。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加快推动放权赋能改革工
作，真正实现“全城通办”；上下联
动，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高效办成；
为推动国务院首批公布的“高效办
成一件事”工作开展，对“开办运输
企业”一件事的申报流程进行了再
梳理，实现企业和群众办理事项50%
以上的表单信息自动生成，申请材
料由原来的18份缩减到了6份，全面
提升利企便民服务水平，真正实现

“不见面审批”。

本报讯（记者 陈卓）10 月 31 日
上午，在新乡市2024年度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系列第九场新闻发布会上，市
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珍介
绍了全市生态环境领域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相关工作情况。

今年以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品质生态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1 月—9 月，
我市优良天 168 天，较上年同期增加
9 天；PM10、PM2.5 平均浓度均低于
年度目标控制值。我市 11 个国、省
考核河流断面中，10 个达到或优于
考核目标要求，1 个断流。3 个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
率均为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稳定。

打好蓝天保卫战，着力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加快推进结构优化调
整，印发《新乡市空气质量提升集中
攻坚方案》等一系列文件，推进10项
治本措施、5 项强化措施落地见效；

大力实施工程减排，谋划实施传统
产业集群综合整治等重点项目 682
个；着力加强臭氧污染防治，对工业
涂装、包装印刷等 2000 余家重点行
业企业进行帮扶指导，督促整改问题
1000 多个；持续强化机动车污染防
治，加强对柴油货车的路检路查和入
户检查，严查尾气超标等环境违法行
为，将不合格车辆列入“黑名单”，同
时移交公安部门进行处罚；持续开
展面源污染综合整治，加强扬尘治
理，发现并交办各类扬尘问题 600 多
个，均已督促完成整改。加强秸秆
禁烧工作，通过提升“技防+人防”能
力，确保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实施
重污染天气差异化应急管控，科学
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对
6000 余家涉气企业按照环保绩效等
级等要求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严
格实施生态补偿制度。1月—9月累
计扣缴有关县（市、区）大气生态补
偿金7161.9万元。

打好碧水保卫战，努力提升水环
境质量。扎实推进治本工程建设，加
快推进我市城市污水管网改造、河道
综合整治等 11 个省重点水污染防治

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巩固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成效，开展黑臭水体排查整
治，全面消除建成区水体黑臭现象；
着力实施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共排
查出各类排口 517 个，已全部完成溯
源，并完成87%的整治任务；巩固提升
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水平，完成县
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
况调查评估、73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区）划定和标识设立，开展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保护区环境问题

“回头看”，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
送”；加强重点涉水企业环境监管。
严厉打击偷倒偷排等环境违法行为；
严格实施水生态补偿制度，1月—9月
累计扣缴有关县（市、区）水生态补偿
金3440万元。

打好净土保卫战，保持土壤环境
质量稳定。做好耕地分类管理，加强
耕地保护，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强化在产企业土壤污染源头防
控，动态更新我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
单位名录，强化对重点企业的监管；
对涉重金属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加强关闭搬迁化工等行业企业地块
风险管控，严格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

管；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完成 88
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111 个行政
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全市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55.3%，
居全省前列。

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固体废物和
新污染物治理。积极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持续加强危险废物监管、积
极推进新污染物治理等；实施全民绿
化行动，园林绿化建设稳步推进。今
年以来，我市完成新建绿化项目 12
个，新增绿地面积 33.51 公顷。全市
完成造林6.43万亩，森林抚育5.02万
亩；建成省级沿黄干流森林乡村示范
村 41 个、市级森林乡村 70 个。全市
森林覆盖率23.6%。

多项惠企助企政策措施，全力支
持企业高质量发展，开展重点行业环
保绩效分级、创新便民惠企环评服务
方式、优化环境执法监管方式、强化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帮助企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多措并举开展服务等。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将继续坚持以
主动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加
大服务力度和质效，持续优化我市营
商环境。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良好生态环境是优化营商环境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