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序更迭，再启华章。2月18日，节后上班第一
天，源汇区在综合办公楼前举行升国旗仪式。伴随着雄
壮的国歌声，在区四大班子领导和机关干部的注目礼
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至旗杆顶部，迎风飘扬。区长史一
鸣在讲话中强调，新的一年，新的开端，大家要迅速从
节日的氛围中收心，回归工作状态，凝心聚力，砥砺奋
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源汇实践再建新功。

2023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源汇区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深
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为强大动力，锚定“两个确保”“十大战略”，聚
焦我市现代化“三城”建设，不遗余力拼经济、拼投
资、拼项目，实现了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源汇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产业发展扩能集聚 主导产业聚链成势

源汇区聚焦“三区（文商旅创融合中心区、智能制
造集聚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发展定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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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定
位，坚持以项目支撑夯实发展根基，优化调整重点工作
指挥部+专班、重点工作周例会等机制，实行项目化管
理、责任化推进、清单化落实，各项工作高质高效开
展。一年来，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成果丰硕，产业
结构持续转型升级，特色产业不断扩能集聚，做大做强。

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32个，总投资205.1亿元。“三
个一批”活动签约项目、“三个五百亿”项目、食博会签
约项目全部按时开工；31个省、市重点项目圆满完成年
度投资。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家，新认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7家，科技部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68家，新认
定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38家，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7家，曙光汇知康成功认定为省级“瞪羚企业”。
在全市率先出台促消费稳经济10条服务措施，多元化多
业态释放消费潜能。豫中南汽贸服务产业园年销售车辆
3.1万辆，实现销售额31.83亿元；河上街景区、漯湾古
镇景区等累计接待游客930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
5.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始终居全市首位。

主导产业聚链成势。医疗器械3个专业园区稳步推
进，汇集了19家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集研发、生产、
仓储、物流配送于一体链条式发展。智能制造第二、第
三专业园区已建成，第一、第四、第五、第六专业园区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精密制造、光学玻璃生产具备产业
基础。科学编制“一图谱六清单”和培育实施方案，推
动了高性能医疗器械和光电显示模组两个特色产业链发
展。循环经济先行先试。创新启动建设漯河生态循环经
济（EOD）产业园，围绕生态循环经济8个门类，设4
大功能区，着力打造豫中南地区产业集聚、资源共享、
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产业园。目前，各项工作同步开
展，签约项目和基础设施即将开工建设，已纳入全省重
点项目库。文商旅创融合提质。新玛特、丹尼斯、昌建
广场等商业主体稳定经营，长申玉超市扩点布局5个连
锁店。河上街景区漯河海洋馆、汤盛温泉酒店、长申玉
购物广场、天禧宴会艺术中心等新上项目拉动作用明
显；漯湾古镇景区一期入驻商户140余家，被命名为

“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省级休闲旅游街区”，
两大景区成为我市旅游业发展排头兵。

城乡建设统筹推进 生态宜居魅力绽放

一年来，源汇区加快城市更新，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坚持做到城乡建设齐头并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

善，乡村振兴全域推进，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
施，城乡宜居水平进一步提升。

宜居水平全面提升。新改造老旧小区7个，新建口
袋公园9个，新建、改建环卫公厕7座，排查整治窨井
1500余个。完成107处建筑围挡拆除整治，完成拆墙透
绿55处，增绿补绿1.3万平方米。新建换热站10座，新
实施15个小区集中供暖工程，全区供热面积达到550万
平方米。城市更新步伐加快。清淤疏挖地下排水管网45
公里。建成樟江西路和桂江西路雨水箱涵工程，有效解
决了桂江路以南区域积水问题。完成太行山路、金江路
等10条“断头路”半幅路修建工程。科学实施马路市场
迁建工作，建新路市场新建蓝湖集市、柳江路市场新建
柳江集市。

农业农村赋能添彩。维修维护4处涉及3.3万人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通过国家认证绿色农产品5个；新创建
中原水产、设施蔬菜两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率100%，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90%以
上，达到一类县区标准。完成了9个行政村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项目；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5.7公里。实施中央
衔接资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2个，改造提升农村主次干
道16.8公里、背街小巷143条。59个村点亮“生态宜居
星”，两个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4个村被评为
省级乡村建设示范村。新建设3个乡村振兴产业园，建
成5个特色渔业养殖基地，全区“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特色农业产业优势凸显。

环境质量平稳可控。所有施工工地严格落实“六
个百分百”。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93%以上。
安装50套视频设备严密监控汽修喷涂企业和河流污染。
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空气优良天数
252天，创近5年最好水平。

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幸福底色再添新彩

源汇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优
先发展民生事业，全力做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
兜牢民生底线，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民生实事全面落实。省定、市定、区定民生实事全
部完成。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2498人，城镇新增就业
10713人。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全部引入社会力量规范化
运营。空冢郭镇、大刘镇3所学校提升改造工程如期完
工。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91起，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
护。

社保体系更加完善。各项社保资金严格按政策标准
及时足额发放。为187名残疾儿童提供了康复救助，为
121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城乡居民医
保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困难群众医保费由政府全额
资助。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策全部落实。拨付困难群众
和优抚对象补贴资金3248.1万元，拨付基本公共卫生补
助资金1723.2万元。

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对3个乡（镇）卫生院实施了
改（扩）建，升级了相关医疗配备。文化惠民工程持续
实施，空冢郭镇半坡朱村入选全国夏季“村晚”示范展
示点，活动成功举办。严格土地卫片执法，建设秩序得
到规范。有力支持了平漯周高铁、漯舞快速通道等省、
市重点工程建设。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退役军人
事务、慈善、红十字会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

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坚持“一盘一策一专班”，精准
分析研判，成功化解37个涉及群众办证类问题楼盘，解
决了2.2万余户群众办证问题；13个保交楼项目建成交
付房屋 3837 套；恒大项目在全市率先实现交房即交
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得到加强，源汇区被评为全省

“三零”平安创建工作表现突出县（市、区）。

精心谋划加压奋进 锚定目标重点发力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冲刺“十四五”规划目标的攻坚
之年。站在新起点，源汇区将聚焦我市现代化“三城”
建设，围绕“三区”定位，突出“一城一谷一园一片
区”产业布局，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切实增强发
展活力，改善社会预期，全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
源汇建设新局面。

坚定不移做强工业。加快6个智能制造专业园区和3

个医疗器械专业园区建设，大力延链补链强链，着力打
造智能制造、医疗器械两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壮大食
品产业，紧盯“六个打通”，推动18家食品企业扩产提
能，全力支持三剑客与中原食品实验室深度合作，加快
千味央厨等项目建设，为现代化食品名城建设助力赋能。

坚定不移做优文旅。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着力
打造品牌、放大优势。河上街景区加快“一融入四打
造”，推动人、文、城、业深度耦合，擦亮文旅融合新名
片。漯湾古镇景区扩容提质，培育新业态、创设新体
验，着力打造“中原知名特色文旅小镇”。

坚定不移扩大投资。紧盯上级政策走向和资金投
向，深度谋划一批产业链项目、专项债项目，加快推进
实施；强化产业链招商、“六职招商”，力争在项目招引
上实现大突破。抓实“三个一批”，加强过程管理，确保
压茬推进、滚动开展，夯实发展基础和支撑。

坚定不移统筹城乡。以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创建为抓
手，加强精细化管理，加快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品
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新格局。坚持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引领，加快和
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坚定不移保障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办实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统筹抓好生
产安全、食品安全、信访稳定、舆情管控等工作，确保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全省领先、全国知名。曙
光健士集团汇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成功
挂牌上市。图为汇知康生产车间。

智能制造产业异军突起，聚链成势。图为裕鑫电子
科技车间一角。

三剑客与中原食品实验室合作，大力推动企业科技
创新。图为展出的科技新产品快乐酸奶、黑酸奶等。

■文/王会锋 董 燕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王嘉明

商贸物流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繁荣。图为全市最大的城市综合体——昌建广场。

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图为中原水产种源现代农业产
业园。

大力推进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全
面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图为改造后的工行家属院。

AAAA级河上街景区辐射力全面增强，成为全市人
民及周边群众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图为景区一角。

源汇区文旅品牌——河上街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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