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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团结结拼拼搏搏 砥砥砺砺奋奋进进 迈迈好好第第一一步步 见见到到新新气气象象
记者 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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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周口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

一年来， 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 市委常委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
入新发展格局，锚定“两个确保”，对接“十
大战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加压奋进、
开拓前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加固、稳中向
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
进展，“十四五”迈好了第一步、见到了新气
象。

2021 年，全市生产总值 3496.23 亿元，
稳居全省第 5 位，增长 6.3%，与全省持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8.2 亿元，增长 8.6%，
高于全省 4.3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7.8%，高于全省 1.5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6.3%，高于全省 1.8 个百分点；粮
食总产 184.74亿斤，稳居全省第 1位。

坚定政治方向 坚持人民至上

������市委常委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书记楼阳

生同志莅周调研讲话指示精神，确保周口各项事业沿着正确
方向前进。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要
求，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创新开设“党
史夜校”，认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市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办理民生实事 3756 件，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胜利召开市第五次党代会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 与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 锚定 “两个确
保”，对接“十大战略”，成功召开市第五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
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工作思路、总体抓手和重点
任务。

●全力以赴战汛情抗灾情控疫情

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 全面落实省委提出的防
汛救灾金标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实现汛期百姓零
伤亡。统筹推进灾后重建，修复水毁水利工程 63处，重建农村
损毁房屋 1773户。

果断迅速防控疫情。 提出“早发现、早阻断、零感染、零扩
散”的“双早双零”防控目标，扶沟县、沈丘县出现疫情后，迅速
采取“圈住捞、科学稳、严格管、积极防”等有效措施，均按时完
成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防控工作目标。

������●项目为王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最大限度激活经济存量，解
决问题数量居全省第 1位。 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年”行动，召开
3次点评推进大会，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强力推进“三个一批”
项目建设，全市两期“三个一批”活动签约项目 28 个、总投资
239.8 亿元，开工 55 个、总投资 439.35 亿元，投产 43 个、总投
资 310.19亿元。

●乘势而进 加快推进港城建设

航道升级改造加快推进，进出港路网实现互联互通，大广
高速港区站通车运营，疏港铁路专用线有序推进，“公铁水空”
四位一体开放通道体系基本形成。 成功开通周口中心港至洛
杉矶长滩港国际集装箱航线。 2021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2915
万吨，占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的 71%。

●激发活力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

“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实
施创新型企业树标引领计划、 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春笋计划”，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221 家，同
比增长 38%。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6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2 家。 乐普药业被评定为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
业。凯旺科技在创业板成功上市。周口数字产业园签约入驻 38
家企业， 青网科技园已招商 160 余家企业， 集聚发展初步显
现。

●提质增效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推动中心城区起高峰，沙颍河城区段治理二期北岸工程、
洼冲沟水系治理工程、流沙河治理工程、芙蓉湖城市公园建成
开放。 512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部开工，188个已完成改造。
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 聚焦 “一县一省级开发区”“一县一主
业”，加快开发区整合、扩区、调规、改制。

●发挥优势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夏粮总产 110.81 亿斤，秋粮生产在遭
受严重汛灾的情况下，实现总产 73.93 亿斤，全年总产 184.74
亿斤，居全省第 1 位，持续为维护全省全国粮食安全作出新贡
献。 加快推进国家农高区建设，与科技部农业农村中心、陕西
杨凌示范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签订合作协议，顺
利通过科技部审议和国家七部委会签。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坚持市级领导“联县挂乡包村”机制，开展“大学习大
排查大整改大提升”活动，工作质量不断提升，脱贫成果得到
巩固。

扎实开展乡村建设行动，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扎实开展农村户厕改造及问题摸排整改，8.6 万户整
改任务全面完成。

●共建共享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
坚战，全年优良天数 275 天，居全省第 3 位；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 居全省第 1 位，47 条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任务全部完成； 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
实现负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加快民生事业发展。大力推进“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
新增城镇就业 6.48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5 万人、农民
工返乡创业 18651人。 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省委书记
楼阳生给予充分肯定。 中心城区安居路小学等一批中小学建
成投用，周口市实验幼儿园等一批新改扩建项目加快推进，大
班额问题得到缓解。

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强化“三管三必须”，突出抓好燃气、
危化品、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市
没有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积极开展农信社不良贷款集中
清收工作，成绩居全省第 2 位。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启
动开展“三零”双创活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周口发展态势越来越好

周口同全省、全国一道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巩固拓展
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实现良好开局， 乡村产业振兴
持续向好， 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增长
16%。 全市经济总量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发展质量稳
步提升，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坚定性不断增强。稳的基础更
加巩固，进的势头更加强劲。

●周口发展动能越来越强

食品加工 、纺织服装 、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 、电子
信息 、新型建材六大主导产业不断升级 ，整体能级持
续壮大 。 重大项目取得突破 ，周口钢铁点火投产 ，富

士康现代科技工业园进展顺利 ， 豫沪合作周口产业
示范园态势良好 ， 益海嘉里现代食品产业园开工建
设 。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取得实质性
进展 。 周口中心港纳入国家 “十四五 ”规划 。 周口机
场 、平漯周高铁稳步推进 ，“公铁水空 ”综合交通体系
日趋完善 。

●周口发展环境越来越优

在巩固提升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
国双拥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的基础上，乘
势而上 ，向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发力迈进， 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城乡面貌明显改变。 加快建设“一云一网一平

台”，市域社会综合治理建设迈出新步伐。 大力弘扬干
事干净干练的优良作风，扎实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年行
动”，干部作风持续转变，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发展环境
持续提升。

●周口发展氛围越来越浓

周口靠发展提振了士气，尤其是中心城区发生了巨
大变化，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极大激发了全市上下
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靠实干改变了形象，周口在全省发展
大局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形象越来越好。
靠为民凝聚了人心，教育事业发展、医共体改革取得突破
性成效，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当
前，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激情空前高涨，加快发展的愿望

更加迫切。

●周口发展方向越来越明

全市上下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达成了共识，周口
不是省际边缘而是开放前沿， 必须勇当全省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的“排头兵”。全市上下对发展临港经济、建
设临港新城达成了共识， 周口港口航运是河南的宝贵资
源，在河南发展大局中地位突出，支撑和促进现代化周口
建设意义重大，建设新兴临港城市，是周口的发展定位，
更是服务全省大局的责任担当。全市上下对突出特色、发
挥优势，加快高质量跨越发展达成了共识，周口已经到了
战略机遇凸显期、优势潜能释放期、跨越发展加速期，奋
力建设中原崛起新高地正逢其势。 ②3

高质量发展 步履铿锵

边缘变前沿 奋进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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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21年

������全市生产总值 3496.23亿
元， 稳居全省第 5 位， 增长

6.3%，与全省持平。

������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58.2亿元， 增长 8.6%，

高于全省 4.3个百分点。

������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7.8%， 高于全省 1.5个百
分点。

������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6.3%， 高于全省 1.8个百
分点。

������ 粮 食 总 产 184.74 亿
斤，稳居全省第 1位。

市委五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