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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回春渐，新元肇启。行走在源汇区大地，企业车间
里，自动化生产线“火力全开”生产忙；项目工地上，工程车
辆来回穿梭建设忙……目之所及，这片热土正迸发出强劲
的发展活力。

2022年是源汇区新一届政府班子履职的第一年，也
是极为艰难、极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源汇区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坚持防疫生产双线嵌合，稳经济政
策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双向发力，克难攻坚，务实重干，
全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这一年，全区产业发展成果丰硕、乡村振兴向纵深推
进、城市品质显著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一幅高质
量发展的画卷精彩呈现。

主导产业集群发展 实力源汇争先进位

2022年，源汇区明晰产业发展目标，科学确立“一城
（医疗器械城）一谷（智能制造谷）一园（漯河生态循环经
济EOD产业园）一片区（文旅融合示范区）”产业发展定
位。

这一年，源汇区坚持产业为基、项目为王，不断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全区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显著提升。

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医疗器械城划分为医药仓储物
流、曙光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孵化3个专业园区，大参林三
期、美沙瓦三期、国药二期等在建项目进展顺利。智能制
造谷按照深度契合、互为补充要求，划分为5个专业园区，
汇集了乐通源德福、聚大智能、有为光电等一批高科技企
业。围绕产业发展，精准谋划“三个五百亿”项目23个。

新兴产业加速培育。依托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
垃圾焚烧发电厂，精心谋划推进漯河生态循环经济EOD
产业园项目，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已签约国药诺达智慧服
务、高分子材料、医疗废物处置等5个项目。园区规划设
计、土地报批、专项债申报等工作正在同步开展。光电显
示模组等项目建设启动，笔记本配套、光学玻璃生产具备
产业基础。

文旅融合转型提质。东、西两个区域加快文旅融合步
伐。东部，河上街景区漯河海洋馆、温泉酒店、运动神兽馆
二期等项目建成运营，长申玉超市扩点布局5个连锁店，
婚庆生态园酒店项目正式签约，河上街景区年接待游客
175万人次，被评为“河南省智慧旅游四钻景区”；西部，漯
湾古镇景区一期开街，入驻商户130余家，二期各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以“美食、文化、古镇”为主题的食品文化旅游
综合体初具规模，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被命名为“河南
省夜间消费集聚区”。

城乡建设统筹发展 美丽源汇生态宜居

2022年，源汇区统筹城乡发展，以建设提升形象、以
管理提升品位，城乡面貌持续改善。

这一年，源汇区城乡发展携手并进，城市功能日臻完
善，乡村振兴蹄疾步稳。

城市更新有序推进。依托数字城管网格化平台，整治
市容秩序7万余起。完成中银花园、金光花园等8个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打通了琴江路、桃江路等断头路，实施了
交通南路、峨眉山路、太行山路南段等道路改造提升工
程。修复施划停车位3680个。新建和改建环卫公厕7
座。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文明教育活动6000
余场次。东吴村安置房交付使用，毛寨村二期征收安置工
作进展顺利。源汇区被评为“漯河市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先进集体”。

乡村振兴稳步实施。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新增高标准
农田2.7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6万亩。新打机井
358眼，新建桥涵67座。新认证绿色农产品4个，“三品一

标”认证农产品达到16个。1378座问题户厕全部完成整
改。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12.72公里。脱贫攻坚现有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消除风险户81户240人。所有行政村集
体经济收入全部超过5万元。对农村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深入开展“六乱”“六清”行动，成功创建7个市级“四美乡
村”。源汇区被评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区）”。

环境质量平稳可控。所有施工工地严格落实“扬尘治
理6个100%”，新启动实施17个行政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项目，完成营造林1381亩，成功创建3个市级“森林乡
村”。PM2.5、PM10、空气优良天数均优于全市平均值，辖
区河流断面水体达标率、耕地安全利用率、建设用地安全
利用率均达100%，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民生事业优先发展 幸福源汇和谐繁荣

2022年，源汇区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位，人
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这一年，源汇区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着力解
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问题，让民
生答卷绘满幸福底色。

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城镇新增就业8222人，就业困难
人员实现就业449人，农村劳动力转移1826人，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13754.6万元。城乡居民养老、城乡居民低保、医
疗保险等各项社保资金严格按政策标准及时足额发放。

民生实事有效落实。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成区级养
老服务中心1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4处、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29处和农村幸福院70处。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
件，新建了源汇中专实训实验楼、运动场等。认真落实义
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校外培训机构由86家压减到11
家，开展课后服务学校达100%，新建和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3所。149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应助尽助，290名残疾
人辅助器具应配尽配，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应
改尽改。

民生事业全面发展。文化惠民工程持续实施，开展文
化下乡活动208场次。建成休闲健身乐道20公里。完成
16家公有标准化卫生室建设工作。有力支持了澧河二
期、西环、许信高速等省、市重点工程建设工作。国防和预
备役建设、退役军人事务、人防、供销、民族宗教、机关事
务、对台、侨务、工会、共青团、老龄与妇女儿童、慈善、见义
勇为、红十字会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

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聚焦“九小”场所、城市燃气等
14个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沿街
门店、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进行专项治理，开展消防
紧急避险演练50余次；扎实推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精心谋划加速发展 奋进源汇再续辉煌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
源汇区举行了第七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集中开工暨漯
河市奥昌迈得医疗设备生产项目开工仪式。当天，共有
13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额145亿元。这是源汇区项目
建设取得的又一个丰硕成果，拉开了源汇区开局即决战、
开局即冲刺，奋力夺取开门红的高质量发展大幕。

新春伊始，逐梦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
下的关键之年。站在新起点，源汇区将顺势而为、
迎难而上，强化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现代
化源汇建设新局面。

着力提振市场信心。坚持以更大力度释
放发展活力、稳定经济增长，全力促进消费增
长、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活力。

着力构建产业集群。坚持做大工业、做实新兴产业、
做优文旅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优势产业加速振
兴、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文旅产业打响品牌。

着力扩大对外开放。坚持树牢“招商为要、项目为王、
落地为大”理念，注重招商实效、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建好

“蓄水池”，汇集“资金流”。
着力加快改革创新。坚持改革创新“双轮驱动”，强化

改革蓄势、科技创新、服务提效，助推实体经
济发展。

着力加快城区建设。坚持高标准
深化文明创建，提升城区形象，完善
城区功能，拓展城区内涵，建设韧
性城区、宜居城区、智慧城区。

着力推动乡村振兴。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夯实基层基础，
强农惠农富农，推动农业增产，
改善农村环境，带动农民增收。

着力防范风险隐患。坚持树
牢大安全观，防范各类风险隐患，

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守好安全发
展底线、生态环境底线、社会稳定底

线。

着力深化社会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
合，激发自治动力，强化法治保障，坚持德治根本，加快构
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
抓好“一老一小一青壮”，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百尺竿头扶摇上，千帆竞发勇者胜。如今，源汇区上
下正以冲刺奔跑的姿态，朝着加快建设现代化源汇的目标
大步迈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源汇区委宣传部提供

商贸物流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繁荣。图为我市最大
的城市综合体——昌建广场。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智能制造产业异军突起。图为源德福科技机械臂冲
压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中原水产种源现代产业园。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党建引领，服务群众。图为居民在老街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办事。 本报记者 王晓东 摄

大参林医药产业园自动化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投资50亿元的漯湾古镇项目。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迪信通5G智能制造产业园一角。

非洲菊种植基地非洲菊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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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图为城区鸟瞰图为城区鸟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晓东王晓东 摄摄

漯河市奥昌迈得医疗设备生产项目开工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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