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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动员全省上下锚定“两个确保”、推进

“十大战略”，奋力开创现代化河南建设新
局面。如何落实省委决策部署，积极进
取、主动作为，把漯河的事情办好？怎样
推动漯河经济发展提质提速，为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做贡献？1月10日，记者采访
了漯河市委书记刘尚进。

刘尚进介绍，过去的一年，面对严峻
复杂的形势，漯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奋力推动单项工作争第一、整体工作
创先进，争当全省“奋勇争先、更加出
彩”排头兵，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
中有升的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
全省前列，实现了“十四五”迈好第一
步、见到新气象。

刘尚进表示，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
将把“稳”和“进”有机统一起来，着力
夯实“稳”的基础、强化“进”的态势，
准确把握省委工作的着眼点、聚焦点、突
破点，结合漯河实际，致力在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发展动

力活力、创建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增
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取得
新成效，以漯河的稳中有进为全省经济向
更高轨道跃升多做贡献。

漯河以食闻名。刘尚进说，漯河将加
快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以做大做强食品
产业为引领，培育食品装备制造、液压科
技、精密制造等8个细分领域的百亿级产
业集群，壮大智能装备、节能环保、生物
医药等新兴产业，进一步构建“1+8+N”
现代产业体系，打造3000亿级食品产业生
态，努力为全省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基
垒台、积厚成势。

省委提出更高水平规划建设郑州都市
圈，加快漯河等地与郑州融合发展步伐，
为漯河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刘尚进介
绍，加快融入郑州都市圈，漯河市围绕

“都市圈开放枢纽节点、高水平食品创新
中心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食品产业集
聚地和制造业配套基地、综合物流副中
心、宜居宜业宜养城市”五大战略定位，

谋划了涉及产业、交通、科创等领域的44
个重大项目，着力以“万人助万企”和

“三个一批”活动为抓手，努力打造郑州都
市圈经济繁荣、通江达海的亮丽“南大
门”。

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每个地方都是一
次机遇性、竞争性、重塑性的变革，不进
则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坚定走好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这个‘华山一条道’，
加快建设创新之城，以创新赢得发展优
势、赢得美好未来。”刘尚进表示，漯河将
以双汇、卫龙、中大生物等“头雁”企业
为依托，建设一批“国字号”企业创新平
台和公共创新、新型创新平台；依托郑州
中原科技城，谋划建设飞地型科研平台；

成立漯河食品科创中心，联合省内外食品
学科较强的高校、科研院所、知名企业，
谋划建设河南省食品实验室，打造国内食
品科技创新高地；积极对接郑州智慧岛建
设，加快推进“中原智慧岛·南方岛”建
设；筹建双汇食品研究院，提升漯河食品
产业研发能力，全力把创新这个“关键变
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登高望远天地宽，风劲潮涌奋楫先。
“我们将强化能力作风建设，擦亮奋斗鲜明
底色，善于化危为机，敢于争先破局，努
力以‘开门红’‘全年红’的优异成绩，向
省委交出漯河的出彩答卷，向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献礼。”刘尚进说。

据《河南日报》

奋力开创现代化食品名城建设新局面
——访漯河市委书记刘尚进

牧原股份和双汇发展1月3日发布公告
称，双方于1日签署了《双汇牧原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生猪养殖和屠宰两大行业
龙头的强强联合，将充分发挥产业优势，
以生猪购销为依托，完善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打通供应链，提高产品质量、效益
和市场竞争力，实现合作共赢、高质量发
展。

在签约仪式上，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
厅长王承启表示：“双汇深耕屠宰加工，是
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牧原深耕生猪
养殖，是全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双方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企业发展史上重
要的一页。希望双汇和牧原不断优化合作
机制，打造合作共赢典范。”

在此次战略合作中，双汇发展开辟绿
色通道，实行全天24小时、优先收购牧原
股份直供生猪，双方约定供应量、价格、
运输方式等，实现点对点直供。当生猪价
格低迷时，双汇发展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的基础上，可适度加大对牧原股份的生猪
采购力度；当市场价格高涨时，牧原股份
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上，可适度加
大对双汇发展的生猪供应力度。同时，双
方共享生猪养殖以及屠宰后的相关结算数
据。

“牧原股份与双汇发展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是双方发展的一大步，也是行业格
局转变的一大步。对两家企业来说，牧
原、双汇的产业布局重点都在河南，通过
战略合作，可以有效实现优势互补，进一
步降低双方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还有
利于做到从源头把控品质、增强双方抵御
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华融融达期货
生猪研究员史香迎分析道。

为应对下行猪周期，养猪企业通常会
向中下游延伸产业链，以保证产业链的稳
定。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等多家养猪企业均已布局屠宰
行业。“牧原、双汇的战略合作，打破了长久以来生猪养殖企业与
屠宰企业通过中间商（猪经纪）完成交易的行业格局，实现了大
宗交易直采直供，为生猪产业链企业深度合作提供了范本。”史香
迎分析道。“这次合作可能会产生规模效应，但对竞争对手来说，
可能意味着竞争压力增大。生猪养殖行业未来可能会迎来又一轮
兼并重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
示。

在2022双汇厂商发展研讨会上，双汇发展董事长万隆表示，
2022年企业将继续向上游完善产业链，加快屠宰业升级改造，向
规模化、自动化、信息化转变，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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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通讯员 赵振
安） 2021年，我市坚持以服务发展、保障
民生为主线，以提升社保经办工作水平为
支撑，奋力推动养老保险事业高质量发
展，养老保险4个单项工作在全省排名第
一。

我市坚持重点工作重点抓、关键工作
突出抓，养老保险4个单项工作在全省排
名第一。一是高效推动退休“中人”待遇
核算，综合核算率达98.49%，位居各省辖
市和省直管县市第一。二是实行“社保+
银行”合作模式，全面建成130家社会保
险便民服务网点，服务网点密度和社保服
务便利化程度位居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市
第一。三是统筹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城
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前 21 天把全市

12.58万名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增
加的基本养老金9897万元全部发放到位，
在全省率先完成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工作。
从2021年1月起，为全市40.55万名60周
岁以上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每人每月增加
10元基础养老金。四是大力推进退役军人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转移接续率达
95.95%，位居全省第一。

我市组织开展企业养老保险和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扩面专项行动，同步
协调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暂停领取待
遇人员专项清理，两项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市企业养老
保险参保在职人员 31.91 万人，完成省
定目标任务的 107.12%；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员125.79 万人，完成省

定目标任务的101.3%；清理暂停领取待
遇人员 77211 人，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
99.96%。在全省人社工作会议和全省社
保经办工作会议上，我市分别作典型发
言。

在全市开展社会保险业务“流程再
造”统一行动，对152项社会保险业务事
项和业务流程进行再梳理、再优化，实行
市、县（区）同步推动，规范全市社会保
险业务办理流程，实现了政务服务信息系

统与社保信息系统无缝对接。先后清理取
消不合理证明材料63项，即办件增加到56
项，办结时限平均压缩25.56个工作日，缩
减率达76%；152项社保服务事项全部提
升为四星级事项，实现全流程网上申请、
网上经办。对高频社保服务事项实行副科
级以上干部“体验办”“陪同办”“监督
办”，累计开展“局长、科长走流程”活动
642次，办理业务2678件，进一步提升了
服务质量。

养老保险 4个单项工作全省第一

休闲长椅、健身器材、洁白的外
墙……近日，笔者在市农科院家属院看
到，小区里里外外非常干净，崭新的沥青
路宽阔笔直，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小区改
造后，沥青路铺到了家门口，裸露的砖墙
粉刷一新，路灯、监控样样齐全，住着更
安心，出行更便捷，给政府点赞！”老住户
王阿姨开心地告诉笔者。

市农科院家属院位于郾城区黄河路南
侧，共有 274 户居民，由于建造年代较
久，相关配套设施破损、线路老化、墙面

脱落、地面坑洼不平……严重影响了居民
正常生活。2021年，郾城区投资425万
元，对小区路面、排水、消防设施、停车
场、楼房墙面、管线、绿化等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了改造，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
境差“四老一差”是老旧小区明显特征，
不仅是小区居民的一桩“心事”，也是现代
化城市及社区治理的一大“心病”。近年
来，郾城区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
工程，共摸排出符合改造条件小区 261

个，涉及1364栋楼、10.2万名居民，分步
骤、有计划进行改造。

成立专班，凝聚合力。郾城区成立了
由区长任指挥长、分管副区长任副指挥长
的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指挥部，指挥部
办公室设在区住建局，相关镇（街道）组
建工作专班，全面摸清小区底数、设施环
境、群众改造意愿等关键问题，对所有符
合条件的老旧小区登记造册，并采取社区
申请、镇 （街道） 申报、政府把关的方
式，筛选改造对象。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街道、社区两
级工作人员走访入户，下发调查问卷，广
泛宣传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收集居民意
见、建议，对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
差、物业管理不到位的小区优先实施改
造。该区组织区住建局、街道及设计单位
工作人员进入小区深入摸排，全面考察，
制订改造规划。同时，该区还聘请专业监
理机构对改造工程进行全程监理，严格监
督，确保工程质量。

（下转02版）

郾城区：老旧小区换新颜

2021年以来，源汇区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分两批确定30件市定重点民
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困难事、
群众烦心事。

完善机制抓推进。聚焦全区重点工
作，出台30个市定民生实事项目清单，涉
及项目建设、就业创业、疫情防控、防汛
救灾、文明创建、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
方面，建立县级领导干部分包制度，县级
领导干部开展走访调研30余次。完善工作
台账，明确目标要求和时间节点，将任务
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责任人员，实行挂

图作战、对账销号、压茬推进。组织召开
“我为群众办实事”新闻发布会，向省、市
媒体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积极做好民生实
事项目公开、责任人员公开、办结时限公
开、完成情况公开，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

突出重点抓保障。聚焦“万人助万
企”活动，建立服务企业周例会、“三级三
色”督查通报制度，为首批136家企业配
备68位首席服务官，大力开展助企帮扶活
动。目前，涉及全区126家企业的199个
问题已全部解决。聚焦创建更高水平的文

明城市，全面开展“一学十进十争”活
动，与党员接待日、主题党日、“红周六”
志愿行、“进百家门、聊百家事、解百家
忧”等活动结合起来，先后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 500余次；聚焦教育、医
疗、文化等民生领域，免费为1548名群
众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对99名 0到 6岁
残疾儿童实施康复救助，空冢郭、问十
两个医养结合体项目加快推进，嵩山路
学校小学部、区实验小学分校投入使用；
聚焦提升服务水平，“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功能不断优化，下放部门职权46项，

梳理规范审批事项106项，“一网通办”服
务事项实现全覆盖。实体大厅、基层办事
大厅全面落实领导坐班、星级评价等制
度，窗口服务效能不断提升，赢得了企业
和群众的广泛好评。

聚焦民生抓落实。围绕群众急需急
盼，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
背街小巷改造，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改造老旧小区71个，高标准完成柳江小
区、水利厅家属院两个省级试点小区改
造，打造了一批特色街巷、小区和示范
村，（下转02版）

源汇区30件市定民生实事全部完成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近
日，我市下发《关于开展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工
作的通知》，从2022年 1月 1
日起在全省率先建立招标计划
提前发布制度。

为提高公共资源交易透明
度，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以更加阳光透明、规范高效的
招投标制度规则和标准，为企
业营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按照《国务院关于
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
意见》精神，我市对标北京、
上海、重庆等营商环境创新6
大试点城市，坚持把创新交易
管理和服务方式作为重中之
重，立足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优
势，在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
息 网 https://www.lhjs.cn

“工程建设”模块设置“招标计
划”栏目，推行招标计划提前
发布工作。

据介绍，自2022年1月1

日起，凡是达到国家发改委要
求的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
目，各招标人务必在项目招标
公告发布之日前至少 30 日，
登录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网，使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计划参考文本》在线填写并公
开发布招标计划，包括项目名
称、项目概况、项目总投资
额、计划工期等内容。同时，
各行政监督部门配合做好监督
管理工作，确保所监督项目的招
标人严格按照要求发布招标计
划。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建立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
是我市进一步深化公共资源交
易领域营商环境改革的又一重
要举措，对于方便投标人提前
了解工程建设项目信息、保障
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招标投标活
动、打造公开透明的公共资源
交易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全省首家！
我市建立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