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UOHE DAILY

中共漯河市委机关报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14

邮发代号：35-53

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 农历辛丑年十一月二十

投稿信箱：lhrb001@163 .com

今日8版 总第8338期

漯河日报社出版

网址：http://www.lhrb.com.cn

总编辑 张炜扬 ■值班编委：秦献礼 陈全义 ■质量总监：张义长 ■编辑：高 杰 ■校对：谭教园 ■美编：李 涵 零售价：1.5元 广告经营许可:4111004000038

本报新闻热线：15939503609 3139148 广告办理：3132295 3117189 本报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462001 手机报订阅方式：发送lhsjb到10658300（3元/月） 订报热线：3138872

本报讯 （记者 蒿 中 刚） 12 月 22
日，由市政协主办，市政协经济委、
市工商联、农行漯河分行承办的“为
群众办实事、送金融进企业”活动在
漯河迎宾馆举行签约仪式。农行河南
省分行副行长赵予开，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吕岩，副市长闫石，市政协
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黄耀春出席仪
式。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袁国亮
主持仪式。

据了解，今年 6 月份，在全党上
下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阶

段，市政协把“为群众办实事、送金
融进企业”活动作为学党史、办实事
的重要形式进行谋划实施，市政协经
济委、市工商联、农行漯河分行作为
具体承办单位，明确分工、相互协
作、扎实推进。“为群众办实事、送
金融进企业”活动开展以来，共对接
企业 380 户，累计为企业放款 2.23 亿
元，解了一大批小微企业的燃眉之
急，为身处困境的小微企业雪中送
炭，进一步坚定了小微企业谋求更大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闫石在致辞中指出，全市企业家要
抓住漯河与郑州融合发展机遇，积极
开发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切实增强
自身实力；各金融机构要按照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切实帮助中小
企业减负纾困，进一步拓展合作领
域，扩大合作成果，实现互促互进、
共同发展。

黄耀春指出，要认真总结活动中积
累的多方联办、优势互补等好经验，
逐步建立一套服务小微企业的好机制
和好模式，努力形成服务实体经济的

“漯河经验”和“漯河样板”；广大企
业家要坚定信心、务实重干，树立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把
握政策机遇和时代机遇，为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签约仪式上，临颍县春雨木业有限
公司、漯河市友量包装彩印有限公
司、河南豫上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河南乐通源德福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漯河市铁马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分别与农行漯河分行相关负责人
现场签约。

“为群众办实事、送金融进企业”签约仪式举行
吕岩等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通讯员 华
朝伟 毛潇潇）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
定后势。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前11个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等指标增速位居全省第一，经济运
行保持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态势，高质
量发展的成势之效更加彰显、胜势之基
更加稳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投资增速持续领跑全省。前 11 个
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8%，
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居全
省第一位，两年平均增长8.8%、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4.4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37.1%，增速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25.7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

两年平均增长12.2%；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2.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7.9 个百分
点，两年平均增长3.2%；基础设施投资
同比增长20.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6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9%；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1.9%，高于工业投资
增速4.8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增速晋位全省第一。前11
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55.9亿
元，同比增长12.1%，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3.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两年
平均增长3.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个
百分点。全市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消
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3%，增速高于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稳中向好。前11个月，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4%，增速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十位，两年平均增长4.4%。其中，11
月份增长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3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三位。

新产业快速成长。前11个月，全市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9%和 16.2%，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3.2%和16.9%。

服务业经济增势较好。前 11个月，
全市服务业税收收入76.9亿元，同比增
长10.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7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二位。商品房销售面积快
速增长。前11个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
积337.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8%，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19.5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三位，两年平均增长20.5%、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21.6个百分点。邮政业务总量
高速增长。前11个月，全市邮政业务总
量20.5亿元，同比增长41.5%，增速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11.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二位，两年平均增长47.8%。全市快递业
务量1.9亿件，同比增长49.8%，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六位。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持续向好。
前10个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46.9%，增速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32.6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17%。

财税收入持续高位运行。前 11 个
月，全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1亿
元，同比增长14.6%，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 9.5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其
中 ， 税 收 收 入 7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8.6 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三位。税收收入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4.9%，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8.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

“十四五”开局良好 高质量发展答卷精彩

前11个月我市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本报讯 （记者 郭勇睿）
12月20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主办的《河南经济发展报告
（2022 年）》（即 2022 年 《河
南经济蓝皮书》） 出版宣介暨
锚定“两个确保”研讨会在郑
州举行。研讨会公布了2021年
河南省辖市经济综合竞争力评
价排名，我市跻身全省经济综
合竞争力前十。

2022 年 《河南经济蓝皮
书》以“聚焦第一要务”为主
题，系统、深入分析了2021年

河南省经济运行的主要态势以
及2022年河南经济发展走势，
并公布了多项研究报告。在公
布的2021年河南省辖市经济综
合竞争力评价中，郑州市、洛
阳市、许昌市占据前三位。排
名第四位到第十位的分别是三
门峡市、南阳市、新乡市、济
源示范区、平顶山市、信阳
市、漯河市。

《河南经济蓝皮书》 是省
统计局编撰的年度智库产品，
至今已连续出版23年。

2022年《河南经济蓝皮书》出版

我市跻身全省经济
综合竞争力前十

本报讯 （记者 刘 丹） 12 月 22
日，我市召开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及校
园安全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教
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专班组长贾宏宇
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副市长常英敏主持。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专班副组长焦红艳出席。

会议通报了我市近期教育系统疫情
防控和校园安全工作有关情况。临颍
县、源汇区、漯河五高分别作了交流

发言。
贾宏宇指出，校园安全是学生健康

成长、全面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涉及
千家万户，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全市
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和各学校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
思维，切实扛起校园安全工作的政治
责任，坚持慎终如始，时刻绷紧安全
这根弦，把以疫情防控、食品安全为
重点的校园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
紧、抓实、抓好，不断提升广大师生

的安全感，为全市教育事业营造和谐
稳定的发展环境。

贾宏宇强调，要聚焦重点、关键，
推进专项治理。根据当前形势和季节
特点，持续抓好校园疫情防控，扎实
开展食品安全治理，认真防范校园欺
凌侵害，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区建
设，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严防雨雪和冰冻灾害，统筹
做好校园安全其他重点工作，全面筑
牢校园安全防线。

贾宏宇强调，要强化标本兼治，建
立长效机制。着眼于防范，立足于细
节，不断加强安全宣传教育，狠抓隐患
排查整治，加强保障机制建设，实现校
园安全常态长效。要压紧压实责任，确
保落地见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学
校主体责任，确保校园安全每个环节、
每个节点都有人管、管到位。

常英敏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
求。

贾宏宇在全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及校园安全工作会议上强调

聚焦重点关键 织密防护网络
全力守护师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本报讯 （记者 张晨阳） 12 月 22
日，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胡战
坤带领省人大调研组莅临我市，就《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办法》立法工作开展调研。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思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赵坤炎，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
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吕孟奇陪同。

在漯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察
看了中石化河南漯河分公司油库、漯
河火车站和市实验小学等重点单位反
恐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
听取我市反恐工作汇报，相关部门和
省、市人大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提
出相关意见、建议。胡战坤充分肯定
了我市反恐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省

人大常委会将坚持开门立法、科学立
法，突出立法特色，充分听取和吸纳
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有效推动 《河
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
义法〉 办法》 的立法工作。

胡战坤强调，要坚持 《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的原则要义，结
合河南省实际积极开展立法工作。要

充分发挥公安部门主力军作用，细化
各单位任务分工，协同作战、整体推
进，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源头治
理，注重宣传教育，突出重点目标重
点人群，加强处突演练，把制度执行
好落实好。要加强专业反恐力量，注
重体系建设，做好群防群治，筑牢人
民反恐坚固防线。

省人大调研组莅漯开展立法工作调研
李思杰等陪同

■本报记者 张俊霞
通 讯 员 张 鹏

评价考核就在企业生产一线，生产现
场就是实操考场……这是我市在企业推行
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后带来的可喜变化。

“以前我也想过考证，但社会评价机
构没有铸造工这个工种。公司可以自主
评价技能人才后，我考取了中级工证。”
漯河世林冶金公司冷却设备分厂职工朱
红营对记者说。

员工技能水平企业说了算

2020年，根据国家有关政策，长期
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技能人才评价开始向企
业自主评价转变。市人社局积极深入企业
调研后，在全市规模以上企业中全面推行
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全面放开自主评价企
业范围、自主评价人员范围和自主评价职
业（工种）等级。

工作推进中，人社部门积极强化企业
主体作用，将企业组织员工培训、企业技
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与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推荐、五一劳动奖章评选推荐、技能大师
工作室建设等相结合，激发企业培养技能
人才的内生动力。

今年8月，市人社局在全省率先出台
《全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
确，漯河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均可开
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同时，赋予企
业自主确定评价范围、自主设置技能等
级、自主开发评价标准和自主选择评价
方式四个自主权，鼓励企业建立以职业
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
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养成的技能人才评
价体系。支持企业采用业绩评定、现场
作业评定、技能大赛评定等方式进行技
能水平认定。《意见》还提出，建立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贯通
机制，破除身份、学历、资历等障碍，
搭建企业人才成长“立交桥”。同时，出
台了市直企业每培养一名高级工奖补
200元的政策。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技能
人才建设工作，提出“十四五”末率先实
现“人人持证”的目标，努力建成“技能
河南”示范性城市。为此，我市研究通过
了《漯河市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建设工作方案》和2022年度实施
方案，要求坚定目标、严格标准，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
河南”建设工作。

指导企业规范开展自主评价

南街村集团总经理窦彦森表示，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
价，是人社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服务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
举措。把技能人才评价权交给企业，用什么人、水平怎么样，真
正让企业说了算，能让更多的产业工人享受政策“红利”。在推
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营造了公司一线员工钻研技术、学习
业务知识的良好氛围，有利于全面提升公司职工技能水平，实现
企业发展与职工个人职业发展的统一。

南街村集团是全国知名的规模以上食品企业。为服务好南街
村集团规范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临颍县人社局派出工作人员
上门指导，（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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