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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产业聚链成势，临港经济破圈出海，项目建设热潮
涌动，品质生活普惠民生……年初以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锚定“四高四争先”，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
市场，聚焦“两区一窗口”发展定位，全力以赴抓招商、引
项目、扩投资、拼经济、创先进，以抢跑者的姿态打造产业
新区、枢纽新区、融合新区、开放新区，为全市经济发展强
功能、增动力、作贡献。

枢纽经济开拓高水平开放新空间

在漯河港，各类货物汇集于此，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大象物流、大力物流、三三物流等几十家物流、船运企业入
驻漯河港区；舞钢公司、平煤神马集团、舞阳金大地、中粮
贸易等几十家企业的产品正通过漯河港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
各地。如今的漯河港已经突破地域局限，成为“中原—长三
角经济走廊”水路大通道和郑州都市圈南部出海口，高效串
联连云港、盐城港、大丰港、上海港等港口，将中原地区与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紧密相连，成为区域经济互联互通的重要
枢纽。

第一季度，漯河港货物吞吐量达92.04万吨，同比增长
17.93%；签订装卸合同二十余份，来港船舶554船次。作为
漯河三个发展增长极之一，漯河港正带动身处内陆腹地的漯
河不断织密国际物流大网络，通江达海向世界，昂首阔步向
改革开放新高地迈进。

港口与腹地经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临港枢纽经济逐
步成为全市经济增长新引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托临港
经济、冷链产业和临港科创三个专业园区，围绕多式联运、
港口航运、大宗贸易、供应链管理等产业，加快推进港区周
边片区开发、漯河港二期、临港铁路专用线、沙河航道四升
三等项目建设。目前，该区已经进驻冷链物流企业68家，
润腾物流、翔通物流等A级及以上冷链物
流企业 5家，冷链产业实现集聚发
展。同时，对标创新型园区，建成
千易盛康养产业、临港科创孵化
基地等项目，引进山海照明、
泽霖科技等光电企业9家，建
成省科学院示范区化学研究

所、冷链产业研究院，科技孵化效应持续增强，不负“中部
冷链物流示范基地”称号。

项目引擎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如何在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
市场上奋勇争先？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用实实在在的项目落
地和极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交出答卷。

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也是提升产
业发展能级的“压舱石”——

3月，中科谱光智慧物流园项目现场，挖掘机、运输车
辆忙碌作业，工人正加紧进行场地平整工作。该项目总投资
6亿元，将建设5万吨级智能立体冷库、农副产品冷链物流
集配分拨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本地综
合性冷链物流项目空白，优化农副产品流通体系，保障食品
安全，为该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月，大河智联冷链物流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辆进进
出出，工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该项目是2025年市重点项目，计划6月底前完成仓储中
心、产业服务中心主体工程，12月底具备运营条件。

5 月，全球汇 （漯河） 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 （一
期） 工程正式开工。工程由河南中盛融达供应链公司投
资建设，总占地面积 89亩，总建筑面积 40703 平方米，
主要包含智能立体冷库、标准仓库、加工分拣中心、分
理仓等。

年初以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确定区重点项目39
个，总投资168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20个、续建项目8
个、谋划项目11个。目前，该区各重点项目正按倒排工期
计划加快推进，力争实现全年经济发展“满堂彩”。

高质量项目的落地，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把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头

号工程，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服
务，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项目如期投产、早见效
益。

为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实施“九大
攻坚”行动，充分发挥“店小二”精神，实行“一个项目、
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推进机制，建立干部常态化联络企
业制度，走访调研企业60余次；建立180家服务业企业培
育库，分级、分批制订培育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做
好纳统申报指导，积极引导企业“长个儿增肌”。

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专精特新”、扎实推
进科创孵化基地建设，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充分发挥中原
食品实验室的科研与人才资源优势，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
产、学、研合作，精准对接企业技术需求，引导企业加大
自主研发力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2025年，该区
拟新增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15 家以上，建立“一企一
策”培育库，实行精准的政策支持、金融服务、技术支持
和人才培养，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

高品质生活彰显高效能治理底色

如何让高品质生活成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发展底
色？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正以高品质生活为目标、高效能治
理为基础、高水平服务为手段，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不断
完善群众身边的服务管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知基层治
理的“速度”和“温度”。

完善城市功能，打造宜居幸福家园。“每天吃完午饭
我会和同事到这个小公园散步聊天，很惬意。”市民王女
士告诉记者。这是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玉泉山路与牡
丹江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口袋公园。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还
有10个像这样的街头口袋公园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按照“100米见绿、300米见园”的要求，该区将持续推
进街头口袋公园建设，以更高标准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体
系优化升级，致力构建布局均衡、功能完备的公园网
络，通过精雕细琢每一处空间，打造一批“小而精、
精而美”的口袋公园，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的愿景照进现实，不断增强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
感。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
事。“今年的耕地补贴啥时候发下来呀？”“俺妈马上
都60岁了，到时候这养老金咋领啊？”……在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老应村村委会服务大厅，

“8890”便民服务热线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几名村

“两委”干部坐在大厅的服务窗口，耐心地接听一个个来
电。自2022年起，老应村开通了“8890”便民服务热线，
在服务窗口集中整合了民政、党员服务、社保、信访接待、
公安、综治等业务，为群众提供咨询求助、代办帮办等服
务，实行村党支部书记带班、专人值班接听电话、记录情况
等管理制度，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回应，全力解决好
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2024年以来，老应村通过

“8890”服务热线解决群众诉求300余次，真正织就了一张
为民服务的幸福网。

■本报记者 王艳东 见习记者 徐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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