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回春渐，万象更新。2月5日，节后上班第一天，
源汇区组织区四大班子领导和机关干部举行升国旗仪
式，并要求广大干部迅速调整状态、收心聚神，以奋勇
之姿、昂扬之志奋战开门红，吹响了该区实干争先、奋
力实现“十四五”规划完美收官的冲锋号。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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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
纪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锚定省委“两个确保”“十大战略”，聚焦现代化漯
河“三城”建设，紧紧围绕市委为源汇区明确的“三
区”发展定位，聚力攻坚、实干争先，各项工作都取得
了新突破，交出了一份厚重的发展答卷。

“三区”建设成效突显 产业赋能加速领跑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河上街景区上演的国家级
非遗《小相狮舞·五子登科》《北狮通天塔》等精彩节
目吸引央视现场直播，并受到央视春节特别节目《正月
里来是新春》等栏目连续4次报道。1月28日至2月4
日，全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86.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5.59亿元，进一步巩固了该区文商旅创融合中心
区的发展地位。

文旅融合释放新动能。围绕“文商旅创融合中心
区”建设，激活商圈活力，新招引星巴克首店落户，昌
建广场入驻乐享购物中心项目。河上街景区完成景观水
系概念规划，建成水上综合演艺舞台，新引入70多家特
色名店，先后荣获“全国研学旅行基地”“全省首批夜经
济集聚区”“全省十佳消费新场景”称号。新打造的颐高
数字总部港、豪之英电商中心吸引“听风的蚕”等89家
电商企业入驻，成为发展电商经济、数字经济新地标。
漯湾古镇景区形成文旅文创集群，两大景区持续举办音
乐节、美食节、水上实景演出等活动，成为市民休闲旅
游首选地，年累计接待游客944.9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
收入27.1亿元。旅游服务业已成为该区繁荣经济、拉动
消费的经济增长新引擎。

智能制造聚势成链。围绕“智能制造集聚区”建
设，该区以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为主攻方向，聚
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实现医疗器
械和智能制造产业曙光医疗器械综合生产、美沙瓦医疗
二期等项目建成投产，并重点抓好光电产业园、中小企
业科技孵化园等“三个一批”“三个五百亿”项目建设，
发挥曙光汇知康、乐通源德福等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
用，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该区还将重大制造业项目作为招商引资重点，
着力固链、强链、补链、延链，紧盯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招引汽车导航整机设备及光电产
品、荣创电子信息创新孵化园等一大批重点产业项目；6
个智能制造产业园已进驻微孔箔材生产基地等17个高科
技企业；3个医疗器械产业园进驻大洲管业等19个项
目，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聚势。

循环经济抢占新赛道。围绕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
按照“先行先试”要求，抢抓循环经济和绿色生态环保
产业政策机遇，重点聚焦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
圾、医疗垃圾、金属废料等八个门类，设置核心功能
区、协同产业区、绿色生活区、发展储备区，推动产业
连片集聚、集群发展，漯河生态循环经济（EOD）产业
园燃气管道、电力通讯、路网建设等配套设施不断完
善，塑料循环利用、钢材循环利用、电路板回收利用等
一批产业项目已入驻。该区还成立园区运营公司，探索
构建集建、融、产、配于一体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开展
园区共建，着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全力把漯河生
态循环经济（EOD）产业园区打造成源汇区经济建设的
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

城乡发展日新月异 宜居宜业魅力四射

“没想到漯河这么美。城市高楼林立，街道整洁，
水城交融；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胜似南
方都市。孩子嫁到这里，我放心。”春节首次从珠海来源
汇区空冢郭镇探访亲家的秦雪梅女士通过几天的了解，
迅速打消了女儿嫁到这里的顾虑和担忧。

一年来，源汇区坚持做到城乡建设齐头并进，致力
完善基础设施，落实精心化管理，擦亮城乡“面子”，做
实“里子”，城乡宜居宜业水平持续提升。高质高效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桃江路、峨眉山路、澧北新路打通工程

完工并通车；马路市场迁建提升后，建新路成为新增次
干道；清淤疏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地下排水管网36公
里；对五一路、金江路、银江路破损路面进行了整修；
完成交通南路、五一路南段、桃江路、琴江路4条道路排
水管网连通工程，完成南部新城区域雨水篦子改造，防
汛排涝能力得到提升。

同时，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严格开展“双违”治
理工作，建立部门联合执法、高效发现查处、执纪问责
机制，圆满完成中心城区违建拆除整治工作；坚持网格
化整治占道经营、出店经营，保持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长效开展城区文明
提升行动；新改造老旧小区12个，新建、改建环卫公厕
7座，完成拆墙透绿45处；新安装新能源充电桩1380余
个、普通充电设施1.5万余个；改造提升垃圾分类试点16
个；新建换热站4座，新建供热管网4.57公里，新实施4
个小区63万平方米集中供暖工程。通过以建设提升形
象、以管理提升品位，城市面貌日益改善。

强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完
成涉及2.02万人农村安全饮水设施管护工作，清理农村
残垣断壁160余处，实施中央衔接资金项目28个，新建
改造农村道路245条，整修农村公路路肩边坡50余公
里，成功创建“生态宜居星”行政村50个。新增土地
托管面积2万余亩，建成城供蔬菜基地6个，新认证省
级生态农场1家、绿色农产品和“名优特新”农产品6
个，特色种植面积达1.5万亩，渔业养殖面积达8900余
亩，建成全省第一家“豫农优品”智能数字化展馆。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对象累计“风险消除”365
户1072人；持续强农惠农富农，以半坡朱村中医健康
产业园、大陈村乡村振兴产业园、宋庄村高效农业产业
园为示范，建立联村利益共享机制，形成涵盖40余个
行政村特色产业示范带，带动园区周边村集体经济年增
收3万元至10万元；成功创建4个省级、7个市级“乡
村建设示范村”。

聚力共建共享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源汇区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政策、资金、资源等
向民生领域汇聚，优先发展民生事业，聚焦群众所想所
盼，倾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

一年来，各项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策全部落实，城
镇新增就业4280人，失业人员再就业680人，改建、扩
建叔重幼儿园、嵩山路幼儿园，整合社区资源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建成投用11个老年助餐点，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提高到每人每月160元，基层村室集采药品实现全
覆盖，为15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为
199名残疾儿童提供了康复救助。

高质量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文化惠民工程持续实
施，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00余场次；乡镇卫生院业务能
力得到提升，公有产权村卫生室达到90%；深入开展烟
草制品、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整治，市场经营秩序得到规
范；有力支持了平漯周高铁、漯舞快速通道、丁湾桥拆
除重建等省、市重点工程建设。

同时，狠抓各类风险精准防控，实现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牢固树立“大安全观”，精准发力施策，有效整治
食品安全、校园安全、消防安全等行业领域安全隐患，
开展防汛、消防、应急疏散实战演练800余次，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得到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超前实现国
定目标，完成唐江河明沟治理、生态修复等污染防治工
程，完成17条黑臭水体、二十余处坑塘治理，PM2.5、
PM1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均优于全市平均值，水环境、
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五高”问题有序化解，国有平
台公司债权清收工作经验在全市推广；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全力推动问题楼盘化解，保交楼、保交房项目完成
目标，整体数量和交付率全市领先；一批疑难信访问题
依法妥善化解，舆情风险及时有效处置；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得到加强，“雪亮工程”视频监控在线率稳定在90%
以上，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万象更新处，宏图正展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新
任务新要求，源汇区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全力
促消费增活力、扩投资提效益、聚产业强实体，稳定预
期，激发活力，统筹城乡发展、风险防范、民生改善等
各项工作。今年，源汇区将着力抓好九个方面工作：一
是聚力扩大内需稳增长，二是聚力工业发展增实力，三
是聚力文商旅创扬优势，四是聚力改革创新添动能，五
是聚力内外兼修提品质，六是聚力农业农村促振兴，七
是聚力绿色发展优生态，八是聚力风险防范保稳定，九
是聚力共建共享惠民生，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源汇实践新局面。

方向已明，号角已响；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源汇
区广大干群摩拳擦掌，正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
打响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攻坚战。

源汇区

奋楫笃行勇争先 踵事增华建新功
■文/王会锋 董 燕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王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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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汇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智能制造产业异军突起，聚链成势。图为裕鑫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商贸物流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繁荣，三产服务业总量和增幅始终居全市首位。图为全市最大的城市综合体——昌
建广场。

文商旅创融合中心区地位进一步巩固，河上街景区享
誉豫中南。图为春节期间推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九
狮飞天”。

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靓起来。图为空冢
郭镇前朱村一角。

特色农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图为大刘镇蔡庄村平
菇培育基地。

水城交融满城绿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水城交融满城绿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图为位于生态循环
经济产业园的绿色环保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监控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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