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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综合新闻

02 要 闻

10 月 21日，记者从漯河市
统计局获悉，前三季度，漯河市
生产总值为 1478.2 亿元，同比
增长 7.9%，分别高于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 3.1 个、2.9 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一位。这是继今年
上半年生产总值增速居全省第一
位后，漯河市继续保持全省第一
位。

近年来，漯河市锚定“两个
确 保 ”， 积 极 实 施 “ 十 大 战
略”，坚持文化点亮城市、产业
彰显特色、创新引领未来，加快
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之
城、幸福之城，持续夯实产业、
创新、文化三大“基座”，投
资、消费、出口、物流“四个拉
动”协同发力。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持续壮大现代食品、
新材料、先进制造三大产业集
群。以中原食品实验室为龙头，
全力打造全国食品创新高地、全
国食品创新人才高地。全力以赴
稳住基本盘、创造增长点、建立
好机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持
续领先的良好态势，中国食品名
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加速
奔跑、精彩蝶变。

四季度是决胜全年的收官
阶段，也是为明年工作起好
步、开好头打基础的关键节
点。漯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
示，全市上下正聚焦高质量、
奋勇争第一，冲刺四季度、决
胜全年红，确保高质量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向
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
过硬的发展答卷。

据《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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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随着天气逐渐转冷，供暖成为市民关

注的热点。我市已连续3年将集中供暖列
为市定民生实事，大力推进相关项目建
设。上个供暖季结束后，中心城区相关供
热企业一直在紧锣密鼓开展供热系统“冬
病夏治”工作。截至目前，各项供暖准备
工作进展如何？10月21日，记者采访了
市城市管理局、市城投集团和供热企业相
关负责人。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018 年，我市开始推行城市集中供
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供热管网总长

度约250公里、换热站约180座，入网面积
约 1500 万平方米。作为市定民生实事，
2024年集中供暖工作的目标任务为新建供
热管网20公里、换热站38座，新增供暖面
积700万平方米以上，主城区供暖覆盖率
达75%左右。

10月22日，记者走进黄山路的热力管
网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开挖管道
沟槽。“这里是集中供暖施工路段之一。目
前，中心城区集中供暖项目涉及路段全部
开工，有五六个路段已经完工，七八个路
段正在收尾。”市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为保障今冬供暖，各路段都在加紧
施工。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今年市定民生事实要求，他们早谋
划、快实施，通过任务分解和台账推进等
措施，克服困难、科学施工，统筹推进供
热管网建设及居民小区供暖设施建设。今
年，供热管网建设共涉及16个路段20.4公
里。目前，已铺设完成14公里，剩余6.4公
里正在施工中，预计10月31日前全部完
成，11月1日可进行注水试压。

（下转02版）

我市全力准备扎实推进“温暖工程”

在西城区江山印小区换热站，工作人员正测试供热管网自控系统。

■本报记者 张俊霞
首家中国食品名城、中国汉字文化名

城、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新时代的漯河，犹如镶嵌在豫中南
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魅力
吸引八方宾朋前来尝美食、赏美景、品味
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如椽之笔、“绣花”
功夫谱写着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之
城、幸福之城的绚丽篇章。

沙澧大地孕育了四大文化

漯河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历史上
因沙河、澧河交汇于此，状似“海螺”而
得名“螺湾河镇”（后通假简化成了“漯
河”）。

9000多年前，贾湖先民便在这片土地

上种植粳稻、驯养家畜、制作陶鼎和骨
笛。东汉时期，漯河人许慎在编撰《说文
解字》时，对食部、火部、鼎部、瓦部等
80多个与饮食有关的字群进行了深入研
究。这些字反映了先民食物之多样、加工
之复杂、礼仪之讲究，折射了农业文明的
发展演进。

宋、元时期，沙河作为沟通江淮与中
原的便捷水运通道，催生两岸商埠发
展；明、清时期，螺湾渡、北舞渡已成
为繁荣兴盛之地，民间素有“拉不完的
赊家店、填不满的北舞渡”的赞誉，北
舞渡胡辣汤、樊哙肘子等漯河美食通过
商运和船夫的传播而享誉全国。1906
年，京汉铁路通车，漯河站成为京汉铁
路、沙河水运的交叉“枢纽”，经济发展
迅速，漯河牛行街成为“全国意义的牲

畜集散中心”，因此漯河被称作“水上漂
来的城市”“火车拉来的城市”“黄牛驮
来的城市”。

人类文明的发展、悠久历史的积淀、
社会生活的安定富足、经济的繁荣发展，
滋养着两河四岸人民的文化生活，逐渐孕
育出贾湖文化、许慎文化、商埠文化和食
品文化四大富有地方特色、底蕴深厚的城
市文化，并成为漯河人民凝心聚力的精神
纽带，进而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
的漯河文化。

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
化，尤其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漯河四大

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漯河实践提供
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奠定了我们建设现代
化漯河的文化自信，为全市社会经济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省
委“两个确保”，积极实施“十大战略”，
坚持文化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色、创新
引领未来，现代化漯河建设加速推进，

“三城”建设成效显著。
在现代化食品名城建设中，我们以

“优势再造、形神兼备”为特征，坚持食
品工业、食品文化、食品品牌、美食名城
建设“四篇文章”一起做，推动食品产业
规模、结构、层次全面升级，让食品名城
更显风采神韵、更具发展胜势。

（下转02版）

文化滋养现代化漯河出新出彩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
学品司司长郭伊均 22 日表
示，将继续强化废动力电池和
废光伏组件及风机叶片拆解处
理的环境监管，根据“新三

样”固废循环利用技术研发进
展，适时修订完善相关污染控
制技术标准，严控环境风险，
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和产业绿色
低碳发展。

我国持续强化“新三样”
固废问题的环境监管

神舟十九号计划近日择机
实施发射，船箭组合体已转运
至发射区。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介绍，10月22日下午，神
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遥十九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
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
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
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
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
日择机实施发射。均据新华社

神舟十九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本报讯（记者 李 丹 姚 肖） 10月
22日，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第152次周交
办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和领
导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上周重点工作周交
办事项完成情况，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
作。市委书记秦保强主持会议并讲话。李
威、乔彦强等出席。

秦保强充分肯定了前三季度我市经济
稳健向好的态势，传达了各省辖市工作汇
报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做好冲刺
全年目标工作。一要坚定信心、坚定目
标、坚定路径，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克服不利因素
影响，坚持系统集成、创新赋能，聚焦高
质量、奋勇争第一，稳住基本盘、创造增
长点，打出一系列稳经济的“组合拳”，保

持全面领先、持续领先良好态势。要全面
分析研究高质量发展评价及考核指标体
系，吃准吃透政策，强化实体工作支撑，
把标准向上提，把进度往前赶，争取更好
成绩；巩固优势指标，担起挑大梁、作贡
献、走前列的重任，实现优势真优、优势
更优、优势长优；补短板、强弱项，查找
原因、明确路径，尽快迎头赶上。要加强
工业经济运行调度，推动食品行业、化工
行业等重点行业提质增效，支持金大地、
铜基新材料、双汇等重点企业扩大效益，
推动卫龙、统一等明星企业进一步释放产
能，精准指导企业入库，架好工业经济发
展“顶梁柱”。要增强投资发展后劲，围绕
延续工业投资高速增长态势、稳步提升基
础设施投资、积极扩大技改投资、进一步
激发民间投资、抓好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

资、千方百计扩大房地产投资等综合发
力，以高效益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激
发消费市场活力，用好以旧换新政策，提
升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持续激发消费活
力；抢抓“双十一”“双十二”等消费节
点，开展更大力度促消费活动，提振住
房、汽车、家居、家电等大宗消费；推动
七大文旅提升项目和十大文旅精品品牌互
融互促，促进文旅消费；挖掘培育电商企
业，鼓励引导企业和传统商超拓展销售渠
道，发展线上消费。要推动财政高质量运
行，切实稳定财政收入增长，着力争取明
年提前批转移支付和专项债券资金，深化

“清五高”，调结构保重点，加强预算管
理，防范财政运行风险。要抓好重大项目
建设，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

“三个五百亿”项目、“三个一批”项目、

七大文旅提升项目、七大民生项目、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推动谋划项目尽快落
地转化，推进重点项目入库纳统，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二要把民
生冷暖抓在实处，做好民生保障。同步做
好今年民生实事收尾、明年民生实事谋
划，着力补短板惠民生，让共享发展的成
效可感可及。做好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强
化电煤供应、储备、调度，全力做好冬季
集中供气供热工作，确保按时、安全、高
质量运行，提升群众和企业满意度。着力
根治欠薪问题，打好提前量，形成有效保
障机制，确保农民工安“薪”回家过年。
三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增强敏感性，深
入排查风险隐患，做好研判预警，强化风
险防范。（下转02版）

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第152次周交办会议召开

扬优补短提质 巩固向好态势
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秦保强主持并讲话

经济技术开发区：招聘夜市促就业

刀剪之间绽放文化之花
——“剪影绘华章·共筑中国梦”剪纸艺

术作品展开幕式侧记

新华社俄罗斯喀山10月22日
电（记者 郝薇薇 黄 河）当地
时间10月2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喀山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
统普京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
75周年。75年来，中俄关系风雨
兼程，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大国正确相
处之道。双方秉持永久睦邻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

神，不断深化和拓展全面战略协作
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发
展振兴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
力，为增进中俄人民福祉、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当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
际形势变乱交织，但中俄世代友好
的深厚情谊不会变，济世为民的大
国担当不会变。尽管面临复杂严峻
的外部形势，两国贸易等各领域合
作积极推进，大型合作项目稳定运

营。双方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深入对
接，为促进各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动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明年是联合国成
立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80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大国，中
俄要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密切在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
沟通协调，（下转04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