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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加快建设““品质淇县品质淇县””
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淇县实践新篇章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淇县实践新篇章

——淇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3 月 1 日至 3 月 3 日，淇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议回顾总结 2024 年工作，提出 2025 年工作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安排，动员全县上下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市委决策部署和本次大会工作安排上来，锚定目标，埋头苦干，争当全省“四高四争先”的县域标杆。

●完成 775 套保交房任务。

●地方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打击非法金融活

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三马甲一袖箍”、县直部门联合巡逻、警

灯闪烁等工作扎实有效。

●防灾减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社会

治安、信访稳定形势总体平稳。

●平安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平安创建达标

率，全市第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和县委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四高四争先”要求，落实“十大战略”“十个聚焦”任务，紧扣“品质淇

县”建设目标，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推进“五项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更加积极

有为的宏观政策，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淇县实践新局面。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 左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1.5% 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 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7% 左右，进出口总值稳中提质，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 5% 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 以内，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单位生产

总值能耗完成“十四五”考核目标。

2024年工作回顾
2024 年，面对复杂形势、严峻挑战、艰巨任务，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省、市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品质淇县”建设，谋在新处、干在实处，勇

挑大梁、争当先锋，较好完成了县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先后荣获省级以上荣

誉、表彰及试点示范 57 项，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一是锻造忠诚品格。   ●二是加强法治建设。  ●三是弘扬担当精神。

●四是践行为民宗旨。   ●五是守牢廉洁底线。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让 生 态 底 色 更 鲜 明 。

持续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实施国土绿化“1369”工

程 ，鹤 壁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争创省级循环经济产业园

区。出租车实现新能源车全

替代。

●让 惠 民 事 业 更 可 感 。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 ，加 快

建 设 健 康 淇 县 ，繁 荣 发 展 文

化事业。

●让 民 生 保 障 更 完 善 。

坚持就业优先，深入推进“人

人 持 证 、技 能 河 南 ”建 设 ，健

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

网 络 ，谋 划 一 批 适 儿 化 改 造

项 目 ，推 进 社 会 救 助 扩 围 增

效，实施社会保险扩面行动。

●让 县 域 发 展 更 安 全 。

坚 持“三 管 三 必 须 ”，深 化 安

全 生 产 治 本 攻 坚 三 年 行 动 ，

强化非煤矿山重点领域安全

监管，加强隐患治理、应急演

练，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强化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让 社 会 大 局 更 和 谐 。

推 进 地 方 债 务 置 换 ，兜 牢 基

层“三 保 ”底 线 ，完 成 保 交 房

任 务 ，严 厉 打 击 非 法 金 融 活

动，健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

建设。

●增 强 消 费 意 愿 。实施提

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实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鼓励商家采取降价

促销“组合拳”，在商超等领域适

时发放消费券，出台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措施。

●增 强 消 费 供 给 。开展系

列文旅促消费活动，发展赛事经

济、影视经济，培育首发经济，发

展银发经济，打造品牌经济，发

展夜间经济。

●激 发 消 费 活 力 。加快建

设古灵山封神文化产业园等项

目，古卫国博物馆开馆迎宾，挖

掘“封神文化之乡”IP，支持打造

创意市集，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

年行动，争创全国农村电商“领

跑县”。

●建 设 高 能 级 研 发 平 台 。

积极融入全市“一室两城”建设，

重点打造好“两龙头、两基地、两

中心”。

●培 育 创 新 型 企 业 雁 阵 。

坚持“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

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实施

科技型企业首贷破冰、信用贷扩

面行动，高质量推进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活动“四有”全覆盖，加快

数字化转型。

●攻 关 关 键 性 核 心 技 术 。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规模

应用，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与 企 业 开 展 嵌 入 式 合 作 ，抓 好

“ 特 高 强 、高 模 量 尼 龙 66 工 业

丝”等关键技术研发，抓好“功能

单糖生物高效合成技术”研发，

谋划实施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改造项目 15 个以上。

●打 造 强 磁 力 人 才 洼 地 。

完善人才评价和政策支持体系，

采取“校企合作+创新平台+产

业链”等人才引育模式。

●培 育 壮 大 新 兴 产 业 。先

进材料与高端制造产业。尼龙

新材产业做实 4 个单项冠军，做

长产业链条，做全链条分支，做

宽应用场景。镁基新材产业打

造镁基新材料产业园，推动中试

项目带料试车，加快年产 30 万

吨 全 镁 产 业 链 项 目 签 约 落 地 。

生物制造产业加快科技成果落

地转化，在关键原料和产业配套

上“补链”，在产业体量和规模上

“强链”，在终端产品上“延链”。

●转 型 升 级 传 统 产 业。完

善产业三年行动方案，加快“一

转带三化”进程。现代食品通过

“扶强+扶优”“智能+绿色”“企

业+联盟”提档晋级，抓好航天

食品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打造全

国 知 名 的 现 代 食 品 智 造 基 地 。

纺织服装实施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三品”战略，巩固拓展产

业发展优势。

●抢 滩 布 局 未 来 产 业。未

来能源产业积极抢占绿电新赛

道，尼龙小镇源网荷储一体化项

目年内投产，同步推进储能产业

园等项目，布局氢气新能源，招引

绿电制氢企业。未来信息产业打

造豫北数据交易中心，谋划实施

区域性算力中心。未来材料产业

依托悦能光电 LBO 晶体技术优

势，打造河南光电晶体产业园。

一、瞄准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发力

二、瞄准激发创新动能持续发力

三、瞄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发力

●实 施 精 准 招 商。明确

招 商 重 点 ，创 新 基 金 招 商 、

“科技+产业”招商，建立四项

招商机制，深化招商措施，着

力 招 引 创 新 能 力 强 、产 业 层

次 高 、带 动 示 范 强 的 领 军 企

业。

●扩 大 有 效 投 资。高质

量推进“两重”项目、“双十”

工 程 ，完 善 重 点 项 目“ 三 个

一”分包机制，实施省市县重

点建设项目 30 个，谋划推进

产业项目 30 个以上，超前谋

划重大工程项目 100 个以上。

●优 化 营 商 环 境。推行

重点企业包保服务机制，开展

好“万人助万企”活动，认真落

实惠企政策，建好“淇心办”综

合惠企服务平台，打造“数字

营商”新模式，抓好“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争创全省优化

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

  四、瞄准培育高质量发展内生
动力持续发力

●建 设 十 有 城 市 。 全

面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全 面 健 全

人 居 功 能 ，全 面 推 进 提 升 改

造，全面加强城市治理。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实

施 粮 食 产 能 提 升 工 程 ，实 施

现 代 农 业 培 育 工 程 ，实 施 乡

村 建 设 提 质 工 程 ，实 施 农 村

居民增收工程。

●加 快 城 乡 融 合 。 深

入 推 进 以 县 城 为 重 要 载 体

的 新 型 城 镇 化 ，统 筹 城 乡 规

划 布 局 ，争 创 国 家 级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一 体 化 示 范 县 。 完

善 城 乡 电 商 快 递 物 流 配 送

体系。

五、瞄准提升城乡发展能级持续发力

六、瞄准民生关切持续发力

●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

居全市第一。

●省、市、县重点项目分别完成年投资计划

的 113%、108%、105%。

●投资项目入库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四上

企业”入库工业企业 16 家。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预期目标，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1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 6.6%，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3.9%。

●19项重点专项工作在全市排名第一或第二。

●商业体系建设被树为全国典型。

●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33.3%，一般公

共预算科技支出增长60.5%，均排名全市第一。

●新增专利授权量 164 件。

●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6家、创新平台 16家。

●科技型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分别增长到 55

家、62 家。

●镁基新材中试成功后，无废渣排放且还原

镁纯度更高，有望冲击国家科技进步奖。

●“潮汐窗口”和“小淇志愿服务团队”等机

制，有效提升行政效能，让群众少跑路、少等待。

●“四笔共绘”和“1134”工作法，分别入选全

国 12345 热线、营商环境前瞻典范案例。

●营商环境连续三年取得优秀等次，持续领

跑全省。

●《影视带动文旅出彩》入选全省文旅文创

典型案例。

●鹤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围全省高新

区改革创新十大典型案例，荣获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转型升级试点开发区，晋升全省一星级制

造业开发区。

●尼龙新材项目累计入驻 33 个、投产 21 个，

产值增长 63.4%，打造了“一丝三布”4 个行业单项

冠军。

●生物制造项目累计入驻 11 个、投产 4 个，

产值增长 10.9%，强势布局微生物蛋白、功能性糖

醇、生物医药等高端领域。

●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首创成功，全市唯

一。

●镁基新材产业成为全市未来发展重点。

●未来能源、未来信息、未来材料等未来产

业破冰入围。

●新亚服装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中维化纤被评为省级绿色供应链企业。

●飞天生物蝉联省级头雁企业。

●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技改投资

占工业投资比重均排名全市第二。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20.5%，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59.5%。

●“四纵六横”路网打造成型，新老城区路相

通、水相连、景相依。

●改造雨水管网 9.1 公里，更换老旧燃气管

网 3.9 公里，城市建设更安全、更有韧性。

●7 个老旧小区、6 条背街小巷全面改造，惠

及群众 2600 多户 1 万余人。

●中心城区实现一刻钟生活圈全覆盖。新

增供水、供气、供暖面积 12 万平方米。

●城 市 绿 地 率 、绿 化 覆 盖 率 分 别 提 高 到

39.1%、41.1%。

●建成 3 个公园游园、6 个淇河书屋、58 个工

会驿站、96 个匹克球场地、25 个“国球进社区”点

位、1580 多个充电桩，城市功能日益完善。

●朝歌天街创成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飞线、电动车、农贸市场等专项治理行动

深入推进，城市变靓变美。

●高标准农田实现粮食主产区全覆盖，粮食

总产完成年目标的 121.2%。省级优质小麦现代

农业产业园 6 个项目完工。成功入选国 家 级 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

●成功申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

项目。

●新增小番茄等 3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省级农产品品牌增加到 15 个。

●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加到 33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到 814 家。

●32 个乡村振兴 PPP 项目全部完工。农村

户厕改造率提高到 93%。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提高到 41%。农村环境达标村实现全覆盖。

●纣王殿创成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赵庄

创成省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风车天路变身网

红打卡地。鲍庄“驿旅月色”民宿创成省级五星

民宿。对寺窑“舍得山舍”民宿建成投用。

●婚俗改革、殡葬改革等移风易俗工作深入

推进，乡村治理科学高效。高村镇和卫都街道泉

头村分别被评为省级文明镇、省级文明村。

●各类民生支出 23.4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73.8%。20 项省级、24 项市级、25 项县级

民生实事全部完成。

●完成营造林 3 万亩，3 年 10 万亩山区造林

会战圆满收官。

●年度优良天数 232 天，同比增加 24 天，为

五年来优良天数最多年份。

●“ 人 人 持 证·技 能 河 南 ”培 训 完 成 率

210.6%，持证完成率 131.3%。

●建成全省首批、鹤壁唯一的中小学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与名校合作办学实现全学段全覆盖。

●自行车、匹克球、篮球、登山等文体活动丰

富多彩。博物馆创成国家三级博物馆。

●省级卫生乡镇实现全覆盖。

●累计发放低保、特困等救助资金 2997.6 万

元。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提高到 96% 以上。

●678 套人才公寓竣工投用。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上线运行。28 个老年

助餐场所全面投运。“淇佳养老”品牌被新华网宣

传报道。

一 经济运行向上向好

二 创新活力叠加迸发

三 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四 城市更新提质增颜

五 乡村振兴有力有效

六 民生福祉增进厚实

七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025 年工作总体要求

2025 年主要预期目标

2025 年淇县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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