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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丽娟）
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切
实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23
年，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决定继续从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
手，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集中力量办好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10件省定重点
民生实事和10件24项市定民
生实事。日前，市委、市政府
下发了《关于印发〈贯彻落实
河南省2023年重点民生实事
责任分工〉及〈2023年市定
民生实事及责任分工〉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树牢宗旨意识，践

行初心使命，以对人民群众高
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把省
定、市定民生实事落深、落
细、落实到位。各主要责任单
位和相关责任单位要明确责任
分工，密切协调配合，确保高
质量完成办理任务。每月3日
前，各相关责任单位向主要责
任单位报送工作进展情况；每
月5日前，各主要责任单位和
各县区向市委市政府督查局报
送承办事项进展情况。市委市
政府督查局要加强督查协调，
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取得
实效。对组织有力、落实有效
的单位，予以通报表扬；对工
作迟缓、敷衍应付的单位，予
以通报批评；对弄虚作假、造
成不良后果的单位及责任人，
严格追究责任。

2月15日，在源汇区智能制造第三产
业园项目建设工地，施工机器隆隆作响，
工人有条不紊地作业。

“春节假期没过完，工人就已全部返
岗。我们1月29日按下了复工‘快进键’。
大家抢抓有利时机，加快项目推进。”该项
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赶订
单。”位于沙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裕盛
鑫隆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志辉说起
节后复工情况，满面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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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
仪式，共有13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45亿元，拉开了全区开局即决战、起跑即
冲刺，奋力夺取“开门红”的大幕。

春节假期，源汇区提前谋划，梳理企
业复工复产和重点项目建设问题清单，围
绕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
大新动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稳定外资
外贸、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台了促进经济稳
定向好20条措施，制订工作台账，明确责
任分工，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完善
领导分包、台账推进机制，主动靠前服
务，及时、有效解决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遇
到的急难愁盼问题，为企业生产运行、项
目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奋力争取一季度

“开门红”“开门稳”。
源汇区出台的促进经济稳定向好20条

措施，从稳定大宗商品消费、加速恢复接
触性消费、培育发展新型消费、培育壮大
市场主体、稳定对外贸易、精准招商引
资、保持就业稳定等方面，确定了加大财
政、税收、贷款支持的详细政策，涉及直
接对消费者和市场主体进行补贴资金支持
的有30多种具体情形。

为保障安全复工复产，源汇区应急管
理、住建、环保等部门对危化、工贸等行

业和工地进行细致排查，共检查生产经营
单位 240 家次，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
160余处，合力拧紧节后复工复产“安全
阀”。同时，充分发挥“银税互动”作
用，帮助企业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
用，助推企业（项目）复工复产，累计办
理银税互动贷款 37笔，金额合计 3628.2
万元。

目前，源汇区39个在建项目已经全部
复工，45家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产。

王会锋 高阳光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我们正在加
紧施工，目前土建施工完成95%，联碱技
改项目已经建成投产。”2月17日，在河南
金大地联碱绿色转型产业园项目建设现
场，园区的煤浆制备、碳化塔等设备正在
安装调试，复合肥、食品级干冰、食品级
二氧化碳生产项目正在有序施工。

2022年以来，我市在“十四五”1.2万
亿元产业项目的基础上，深度谋划实施以

“三个五百亿”为标志的创新引领型重大产
业项目131个，总投资2162亿元。作为我
市产业加速提档升级、抢滩新赛道新领域

的重要支撑，这些重大项目正在全力推
进，为我市“开门红”“全年红”打基础、
蓄动能。

投资120亿元的河南金大地联碱绿色转
型产业园项目，是我市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
代表。河南金大地联碱绿色转型产业园相关
负责人侯红伟告诉记者，产业园建成后，预
计每年新增销售收入130亿元以上，新增税
收10亿元以上，带动就业600人以上，将
成为全国最大的食品级小苏打生产基地、全
球最大的联碱和氯化铵生产基地。

一处处工地机器轰鸣，一栋栋现代化

厂房建成投用，一套套工业设备加紧安
装……在卫龙四期园区建设现场，围挡已
经拉了起来，厂房基础正在开挖。双汇第
三工业园项目全面复工，预制菜大单品研
发扎实推进，正在为建成全省重要的预制
菜生产基地全面发力。迪信通5G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目一期建成投产，二期已经开
工建设，预计今年12月建成。

一系列重大项目的落地落实，为我市
产业“链”出新动能打下坚实基础。围绕
食品、化工、装备制造等优势行业，我市
以“食品+”延长产业链，以科技提升价值
链，着力打造供应链，深化工业数字化转
型，以临颍县的休闲食品和智能装备、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液压科技、召陵区的宠物
食品和电力装备、（下转02版）

发力新赛道 打造新集群

“三个五百亿”重点产业项目加速推进
本报讯（记者 王建军 通讯员 关方

方） 一年春作首，万事竞争先。新春伊
始，全市各县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早部署，
快速行动，吹响拼经济、抓招商的嘹亮号
角，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开门红”。

及早部署，抢占先机，“双节大拜访大
招商”活动成效明显。1月11日，我市就
通过招商引资工作周例会对“双节大拜访
大招商”活动进行安排部署，动员各级各
部门快速行动，抢抓有利时机，迅速掀起
招商热潮。1月17日，副市长周剑带领临
颍县相关人员到郑州市开展“迎新春、开
门红”招商大拜访活动，拜访郑州医疗器
械行业协会会长、优德控股集团创始人牛
留栓，就优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推进情况
进行沟通。郾城区、示范区、西城区党政

“一把手”带队，远赴湖北、江苏、山东等
地，开展“双节大拜访大招商”活动，跟
踪洽谈了一批项目。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上
海举行“漯河市在沪知名人士交流联谊
会”，欢迎各位知名人士引荐上海本土企业
和豫籍在沪成功人士赴漯投资、回乡创
业。舞阳县、源汇区、召陵区主要负责人
先后拜访了新疆、广州、珠海等地河南商
会老乡，积极推介本地招商政策，鼓励其
回乡创业发展。仅春节期间，全市各级各
部门累计外出招商25批次，走访企业95
家；市内拜访、会见来漯客商及返乡漯籍
企业家48批次，达成合作协议30个；采
用电话慰问、视频连线等方式拜访客商
106名，洽谈推动41个项目，在全市营造
了浓厚的招商氛围。1月份，全市新签约
各类投资项目 27个，投资总额 155.7 亿
元，实现了招商引资“开门红”，为“全年
红”奠定了基础、增添了动力。

抢抓时机，精心筹备，科技招商成果
丰硕。2月2日，利用中原食品实验室科学
家大会暨漯河市创新发展大会的有利时
机，我市商务部门及早介入，会同发改、
工信、科技等部门提前制订科技招商工作
预案，精心筛选一批发展前景好、科技含
量高、转型引领作用强的项目向与会嘉宾
客商进行推介，并促成了广东玖味源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高端调味品智慧工厂项目、
福建美且有功能性食品生产项目、千喜鹤
智能中央厨房预制菜产业园项目等70余个
项目在会议期间集中对接、洽谈、签约，
涵盖了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产业。

“2023年，我们将持续拉高标杆、高树目标，深入开展大
招商、大开放、争一流‘攻坚行动’，确保全年新签约项目200
个以上，投资总额800亿元以上，新引进省外资金300亿元以
上，持续巩固外资规模全省第一方阵位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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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市定民生实事确定

详见03版

贯彻落实河南省2023年
重点民生实事责任分工

2023年市定民生实事
及责任分工

源汇区：抢春时 抓项目

2月17日，在郾城区西大坡
高标准农田，农技人员利用无人
机对小麦进行化学除草、病虫害
防治、施肥等作业，为夏粮丰收
打下基础。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嘉明
2月17日，记者在源汇区问十乡昕旺

粮园现代农业示范园看到，温室大棚一个
挨着一个，甚是壮观。记者掀开一个育苗
大棚的门帘，见村民正在对各种蔬菜瓜果
移栽苗进行管护（如图）。

棚内的移栽苗生机勃勃，绿意盎然。
眼下，天气回暖，正是大棚蔬菜育苗的好
时候。“这些白菜苗是平顶山的客户预订
的。”示范园经理谢宝山告诉记者，示范园
2016年建成，主要培育蔬菜瓜果移栽苗、
种植有机蔬菜等。他们采用立体种植设施

设备培育蔬菜瓜果移栽苗，育苗成本降低
50%。目前，示范园占地70亩，有18个大
棚，主要种植黄瓜、辣椒、西红柿、生菜
等，培育花菜、白菜等四大类蔬菜瓜果移
栽苗。示范园与超市、电商建立了合作关
系，产品除了销往市区，还远销郑州、驻
马店等地。

问十乡现代化设施农业的发展，不仅
推动了乡村振兴，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就
业。前李村村民张桂芳就在示范园工作。
她说：“在这里上班，我学到了很多技术。
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近，不影响我照顾家。”

大棚育出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