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 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大道如砥，

奋斗如歌。新年伊始，中原食品实验室
里科研攻关紧张进行，重点项目工地塔
吊林立、机声隆隆，各大景区文旅活动
丰富多彩……沙澧大地活力迸发，处处
涌动着发展的热潮。

2023年 9月至11月，市委书记秦
保强带队先后深入两县三区和三个功能
区，开展蹲点式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走
访、座谈交流等方式，听意见、找问
题、察实情，共谋现代化漯河“三城”
建设县区发展之略、之策、之路，为各
县区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的目标定位、
发展路径和推进措施，具有极强的战略
前瞻性、现实针对性和方向引领性。

立足新发展定位，实现高质量发

展。一年来，各县区（功能区）以新的
发展定位为引领，聚焦高质量、奋勇争
第一，加强谋划、狠抓落实，各展其
长、竞相发展，呈现出厚积薄发之势、
动能强劲之势、大有可为之势，助推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系列突破性进
展、标志性成果：

2024 年前三季度生产总值增长
7.9%，增速连续三个季度居全省第一
位；前11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
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增速分居全省
第二位、第四位、第六位、第四位、第
一位；中原食品实验室新实验大楼建成
启用，河南食品科创园即将建成生态完
善、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创新综合
体；总结投资300亿元的金海千亿级氟

硅新材料项目全面开工，正大300万只
蛋鸡全产业链项目投产运营；千机飞

“只有漯河”、沙澧河“万灯迎宾”等文
旅品牌出圈出彩；城市环境优美度、宜
居度分别居全省第一位、第二位……

只有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才能不断
提升能力更好地前行。为全面反映各县
区（功能区）在落实新发展定位、实现
高质量发展中的好举措、好经验，摸清
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为现代化
漯河“二次创业”贡献报社智慧，2024
年12月起，本报策划并推出了“立足新
发展定位 实现高质量发展”县区（功
能区）调研行系列报道。多路记者深入
各县区 （功能区），察实情、听民意，
访案例、找经验，综合运用图文、视频
等多元化表现手法，全媒体展现各县区

（功能区）立足新发展定位、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全网总阅读量超10
万人次，引发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郾城区锚定“食品创新核心
区、大健康产业集聚区、行政文化服务
中心区”建设定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食品创新核心区全面起势，大健康
产业集聚区强链壮群，行政文化服务中
心区蓄力聚势，以郾城蝶变为现代化漯
河“三城”建设全局添彩。

——源汇区紧紧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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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务实的创新举措
带动产业业态焕“新”添“绿”，高标
准定位、高质量实施、高水平打造，文
商旅创深度融合，（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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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功能定位 持续加压奋进
奋力开启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新篇章
——“立足新发展定位 实现高质量发展”县区（功能区）调研行述评

实践者说

■策划/本报记者 张炜扬
文/本报记者 姚晓晓
见习记者 李沛真

行走在舞阳大地，从广袤田野到繁
华城区，从生产车间到研发现场，处处
都能感受到工业大县在高质量发展中迸
发的勃勃生机，创新激发的活力也正一
迭迭排闼而来。

2023年年底，舞阳县结合市委现代
化漯河“三城”建设部署，立足资源禀
赋和产业发展态势，谋划确立了千亿级
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大健康产业特色发
展区、贾湖文化传承创新区“三区联
动”发展定位。

站在新的起点上，舞阳县如何抓住
新机遇，发挥自身优势，谋划书写“三
区联动”这篇新文章？近日，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
集聚成势 在舞阳县化工产业园内的河南金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工地，记者
看到南侧围墙已建成，西侧围墙正在
施工。伴随着轰鸣声，试桩钻孔设备

缓缓启动。
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如何推动新材
料产业攀“高”逐“新”？舞阳县的答
案很明确：集群发展。

舞阳县坚持“一体两翼”发展思
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千
亿级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全面起势。

在“一体”方面，举全县之力推进
总投资300亿元的金海千亿级氟硅新材
料项目建设。

“该项目新建装置 66套，规划占
地约3000亩，主要建设14万吨/年新
型绿色环保制冷剂 （第四代）、35万
吨/年含氟新材料、63万吨/年有机硅
新材料等项目。”金海千亿级氟硅新
材料项目相关负责人高民生告诉记
者，按照氯碱、纯碱“两碱融合”的
战略思路，向下游发展耗氯、耗氢产
品，延伸发展多种高附加值的含氟精
细化工中间体、功能新材料，（下转
02版）

舞阳：“三区联动”展新颜

一年来，舞阳县围绕“三区联动”
发展定位，凝心聚力抓招商、全力以赴
建项目，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乘风蓄
势。锚定“一体引领转型、两翼配套
支撑”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一体”方面，谋划实施的总
投资 300 亿元的金海千亿级氟硅新材
料项目是全省近年来单体投资最大、

亩均投资强度最高的项目之一。“两
翼”方面，积极谋划新材料新能源互
补型项目，以台湾亿达光学薄膜、源
网荷储一体化等为代表的“两翼”耦
合发展。

大健康产业特色发展区集聚成势。
秉持“特色化培育、差异化发展”理
念，全力推动生物医药、健康食品两大
板块齐头并进、相互赋能。生物医药板

块，规划建设1700亩的医药化工园区，
先后招引十多家企业入驻发展，产业链
条完整、品类丰富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正加速形成。健康食品板块，围绕食用
菌、贾湖酒、胡辣汤等，推动工业化、
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健康食品产业实
现多元化发展。

贾湖文化传承创新区全面起势。贾
湖遗址成功入选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

示十佳案例，成为“行走河南·读懂
中国”重点推荐目的地。探索“文
旅+”新模式，贾湖酒文化园、贾湖田
园综合体等旅游打卡地火爆出圈，灯
光节、民间艺术大赛等特色文旅主题
活动精彩纷呈。如今，贾湖遗址已成
为舞阳、漯河乃至河南重要的旅游景
点之一。

——舞阳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暑光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春节越来越近，年味越来越浓，市民

的采购需求也逐步攀升。近日，记者在我
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大中型超市看到，新
鲜蔬菜、水果、肉类及米、面、粮、油等

商品供应充足，不少市民已开始采购年
货，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

1月 13日上午9时许，记者在位于
市区解放路南段的漯河万邦农产品批发
市场看到，水果区的200多家商户早已

开门迎客，店内的苹果、梨、砂糖橘等
水果堆积如山，许多批发客商和市民前
来购买。

漯河市鑫乐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葛南
对记者说：“我们在原产地采购的砂糖
橘、库尔勒香梨等很受欢迎，每天都能批
发出去很多。我们备货很多，保证能满足
客户的需求。”

记者随后到批发市场的蔬菜区和粮油

区，只见平时餐桌上常见的大白菜、红萝
卜、莲菜、白萝卜、番茄等菜品一应俱
全；粮油区内米、面、粮、油等摆满了货
架。据了解，为了确保春节期间商品供应
充足，商家积极组织货源，加强与供应商
沟通。同时，加强库存管理，根据销售情
况及时调整进货策略，确保各类年货商品
不断档、不缺货。

（下转02版）

春节市场消费旺 物资供应货源足

又是一年新春至，时光不负追梦人。农历乙巳蛇年即将到来，放眼沙澧
大地，那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就发生在你我身边。即日起，本报开设《新
春走基层》专栏，记者走进项目工地、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大街小巷，用
笔和镜头记录飞速变迁的时代，展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展示人
民群众欢乐祥和过春节的喜人景象，反映各行各业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
神面貌，激发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的力量。

编者按：

2024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严格规范
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涉企行政检查作
出系统全面规范，明确坚决遏制乱检查，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以确保行政检查于法有
据、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精准高效，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记者走进河南漯河一家食品企
业，感受多部门联合检查如何提升效能、减
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编者

回想不久前的联合检查，50多岁的徐
长伟印象深刻。作为一名上岗不久的工厂门
卫，看到身穿不同制服的执法人员出现在眼
前，他心里难免有些紧张。

“我是市市场监管局的，这是我的证
件。”在河南漯河卓汇食品有限公司大门
口，张志远出示了行政执法证，“这两位是
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我们来联合执法，有执法通知。”

“我没有负责人的电话，你们要找谁？”
徐长伟问。“不用打扰，跟办公室的人说
吧。”张志远说。

不一会儿，公司行政人员吕明武赶了过
来，知道来意后，带着执法人员向办公楼走
去。

卓汇是一家肉制品、速冻食品生产企
业。在漯河，类似的食品企业大大小小超
7000家，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

“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
资料在哪里？”“哪些是环评报告、排污许可
证？”“我要看一下应急预案、应急演练记
录。”……在资料室，执法人员集中办公，
对照资料和记录认真检查起来。

“我是厂里的负责人，先倒点儿水喝。”
没多会儿，企业总经理董晓辉闻讯从办公室
赶来。“不用麻烦，有相关岗位人员在场就
行。我们不耽误生产，结束后会找您反
馈。”张志远说。

资料室内，3个铁皮柜内各类文件夹摆
放有序，食品安全等岗位负责人的姓名、照
片、电话和职责范围醒目地贴在墙上。

“搁以前，三天两头就会有部门检查，
不少内容是重复的。随着联合检查逐渐推
广，这两年检查次数明显少了。”企业食品
安全总监李素委说。

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近年来，漯河聚焦
事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事关民生的重
点领域、事关安全发展的突出风险，按照随
机、最少、合并原则，大力推行部门联合抽
查检查。

检查完资料后，执法人员依据掌握情
况，到生产车间实地查看。在肉肠灌装生产线，肉馅被灌入肠衣，后经
蒸煮、晾置、包装等环节，进入急冻。大家换上白色大褂，结合自身职
能，查看车间卫生条件、安全提醒标识、油烟净化装置等情况。

“咱们去看看污水是怎么处理的。”走出生产车间，执法人员直奔污
水处理站。打开铁门，哗哗的流水声迎面传来。环保人员登上沉淀池，
查看化学用料、检测水质，应急人员查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风
险提醒与处置措施卡。处理站值班员魏松伟掬起一捧水说：“你看这水
体，都是严格按标准处理，最后才排入市政排污管道。”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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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消费约13.2亿元

贾湖酒业智能化酿造车间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
者 任沁沁） 2025年春运将于1月
14日开始。公安部结合往年春运期
间道路交通事故特点，研判2025年
春运交通安全形势，13日发出交通
安全提示。

今年春运跨区域自驾人员出行
规模预计将达到72亿人次，疲劳驾
驶、分心驾驶、超速超员概率大，
自驾出行事故风险突出。春节假期
延长为8天，探亲、旅游出行增多，
易导致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

存在安全风险。春运道路客运高峰
“来得早、时间长”，出行需求集中
释放；能源保供、民生物资等货运
需求旺盛，客货运输交织风险加
大。春节前“赶工”“抢运”、元宵
节后抢抓“开门红”“多拉快跑”，
肇事肇祸风险突出。农村赶集庙
会、走亲访友等出行增多，酒驾醉
驾、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肇事违
法增多；一些返乡人员不适应山区
路窄、弯急坡陡、临水临崖路况，
易发生交通事故。冬季天气形势复

杂多变，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频繁，
对春运交通出行和安全影响大。

公安部提示，自驾车辆出行，
应提前了解路况、天气，合理安排
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
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
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
驶，不疲劳驾驶，切勿酒驾醉驾；
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
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
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
用应急车道；（下转04版）

公安部发出春运交通安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