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的沙澧大地，繁花似锦，万物并秀。乘着第二十
一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开幕的东风，召陵区抢抓机
遇、顺势而为、迎难而上，强化担当，真抓实干，强产
业、优服务、促振兴，厚植兴业沃土，用崭新的面貌喜迎
八方来客。

铺展今日召陵画卷，一幅幅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行
稳致远的图景正徐徐展开。

心无旁骛抓项目，育产业、树优势

全力以赴招引项目。深化“六职+全员”招商和五个
产业链专班招商，建好用好驻外招商分局，采取园区招
商、基金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开展产业链集群招商、
龙头企业链式招商。紧盯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重点
区域，充分利用节会、商会、展会等开展专题招商。重点
围绕“2+1”主导产业，精准招引预制菜、宠物经济、电
商物流、装备制造产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重点企业，力争
2024年签约超亿元主导产业项目30个以上。

全力以赴推进项目。以“三个一批”活动为抓手，做到
签约项目做实前期，确保开工；开工项目加大调度，确保投
产；投产项目抓好配套，确保达效，在稳住基本盘的同时，
有更多更好的增量。发挥“四大办”作用，用好“指挥部+
工作专班”、周交办月讲评、周例会机制，推动县级干部、
分包单位、项目方、施工方凝聚合力，全力提升项目建设速
度。对双汇系列项目、正大300万只蛋鸡全产业链项目、蓝
宝科创园等重点项目持续跟踪服务，确保达产达效，推动鲜
朗、华元等重点项目上半年建成投产，启动食品科技园二期
项目建设。对一批重点项目建立推进台账，明确分包领导、
责任单位、建设进度、时限要求等，开展集中攻坚行动。完
善“季观摩+通报排名”“三色督办+两查（察）联动”机
制，严格项目建设考评，以机制保障项目建设。

全力以赴培育产业。锚定高端食品、电商物流、装备
制造产业，保持定力，抓住关键，持续发力。围绕预制
菜，重点服务好双汇第三工业园中央厨房、中华菜肴项
目，提升品质、扩大产能，尽快打开市场、树立品牌；加
快推进双汇食品小镇、预制菜产业园、双汇供应链产业园
建设，力争吸引一批知名预制菜企业在召陵区布局，加快
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围绕宠物食品，重点落实好培
育壮大宠物经济产业链行动方案，启动宠物智创园二期、
三期建设，再引进一批宠物主粮、用品、保健品生产企
业，拉长产业链条；常态化组织企业与中原食品实验室在
鱼油乳化工艺研制、宠物口腔喷剂研制等方面开展合作。
围绕电商物流产业，重点培育一批国家级、省级电商示范
企业；在赋能实体经济上作示范，把电商物流产业优势与
实体经济发展统筹起来，让实体企业上网、电商物流企业
进厂，使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相互赋能，加快产业优势集
成，形成叠加效应；紧盯韵达冷链综合物流园、中通快运
供应链等项目，加大物流企业区域总部、运营管理中心、
区域结算中心招引力度，推动“流量”变“留量”。围绕装
备制造产业，在推动世林机械、亿博科技等骨干企业倍增
的同时，加大对正宇电气、东聚精密制造等企业的支持力
度，紧盯智菲精密制造、双汇食品机械等重点项目，加快
培育装备制造产业龙头企业矩阵，推动产业高端化。

坚持不懈抓创新，增动能、促转型

加快创新主体培育。新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5家，全区累计达到16家。建立科技创新企业培育
库，全年拟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6家、市级高新技术

企业3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70家以上；支持红
黄蓝电子、博奥电气等企业积极申报省级“瞪羚”企业；
际华3515、世林机械等企业积极争创国家级、省级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际华3515皮革皮鞋研究院完善创新人才
管理、技术合作、经费使用等工作机制，积极创建省级产
业研究院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双汇第三工业园研发中心
将与中原食品实验室对接合作，打造以预制菜、未来食品
为主的新型研发机构。全区力争2024年新培育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1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家。

深化产学研合作。支持企业与中原食品实验室等高
校、科研院所在项目研发、成果转化、科创服务等方面的
对接合作，推动最新研究成果在召陵产业化。梳理全区企
业研发需求，拜访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帮助他们建立产
学研合作关系，把“两个创新主体”紧密结合在一起。聚
焦新材料、新能源、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
区各单位、各招商专班将广泛联系对接高校、科研院所，
深入开展科技招商，全力引进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和企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优先
保障重大项目用地、用能等。加快土地征收、报批，全面
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承诺制”，推动土地资源向重大
项目、专业园区倾斜、集中。常态化开展“双招双引”活

动，满足企业人才需求。定期收集企业用工需求，搭建对
接平台，随时为企业做好用工服务。持续推进“放管服
效”改革，深化行政许可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办理流程，
减环节、减费用、减时限，提高审批效率。政务服务大厅
实行服务外包，推行“一窗受理”，落实“全程代办+联
合会商”服务机制，方便群众办事。

统筹兼顾抓融合，促发展、提品质

提升城区承载带动能力。2024年，实施城市改造更
新，加快推进黄集、范庄城中村改造和翟庄街道40个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光明路区域更新项目计划上半年实质性启
动。完善城市功能，加强“里子”工程建设，实施城中村
污水管网、老城区排水管网修复及人民路等区域雨污分流
工程建设；加快建设集中供热、充电桩、停车位等市政设
施，新建一批街头游园、口袋公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加快推进际华3515文创园规划建设，打造漯河文旅休闲新
IP；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美食经济、休闲经济，不断增强
城区宜居宜业功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升级扩容城市智
慧化管理平台，常态化抓好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创建；“零容
忍”开展“双违”治理，推动城市形象明显提升；规范物
业管理服务，促进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联动，全面推
进基层小区共建共享，让城市更加文明、亮丽、和谐。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粮食安全上担责任，加快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要基本实现高标准农田全覆
盖。在特色产业上求突破，提升农产品深加工水平，打造
标志性品牌，实现全产业链增值增效、农民富裕富足；重
点抓好正大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提升甘薯小
镇、5G智慧辣椒产业园规模和管理水平，建立“双绑”机
制，带动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在人居环境上提质量，持
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七大动态清零”行动，扎实推进厕
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加快推进“空心院”整治、
污水管网建设、道路修复等工程，创建一批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变一片美为整体美、环境美为发展美，确保每个
村都有变化、有特色。

打造生态美丽召陵。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加快推进汾河水系三期建设，积极创建省级美丽河
湖；谋划实施枯河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加快实施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工程。

以人为本抓民生，增福祉、守底线

稳定和扩大就业。2024年，扎实推进“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
能力。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工作，与企业合作开展定向培训，探索零工驿站、灵活
用工等模式，发展新业态，确保全年新增城镇就业5300人
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450人以上，动态消除零就业
家庭。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扩大优质教育供给，
强化学前教育普惠扩容，推进普惠托育
体系建设，召陵小学、区直第三幼
儿园计划建成投用，探索实施集
团化办学新模式，加快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
发展。提高区人民医院、区
中医院诊疗服务水平，实施
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
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争创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提高区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运营水平，召陵镇、老窝
镇敬老院尽快建成投用，探索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加快构建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强化民生兜底保障。持续扩大社会保险、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大
病保险制度等，把更多人群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守牢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持续强化产业、就业、金融、消费帮扶，
提高困难群众收入水平。

如今的召陵区，已然成为开放包容、活力迸发、创新
创业的沃土。百尺竿头扶摇上，千帆竞发勇者胜。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召陵区正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开放的思维，
锚定省委“两个确保”“十大战略”，全要素、全产业链、
全地域谋划，全力扩投资稳增长、促消费增活力、聚产业
提效益，奋力实现“三区三基地一家园”建设目标，开创
现代化召陵建设新局面。

申通快递物流园。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双汇第三产业园。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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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水系景观。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改造后的黄集村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召陵小学效果图。 召陵区委宣传部提供

■本报记者 张晓甫 版式/付广亚

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嘉明王嘉明 摄摄

中誉宠物食品（漯河）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漯河市亿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河南永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分公司
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魅力召陵俯瞰魅力召陵俯瞰。。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焦海洋焦海洋 摄摄

魅力召陵魅力召陵，，景美如画景美如画。。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嘉明王嘉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