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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项目建设千帆竞发势如虹

记者 王彦涛 徐松 文//图

征程万里风正劲，千帆竞发势如虹。
作为周口国家农高区创建核心

区，今年以来，郸城县坚持把周口国家
农高区建设作为推动县域经济 “成高
原”的重要抓手，在奋进新征程的起点
上，汇聚了全县 137 万人民的力量，铆
足了虎虎生威的干劲， 明确了各项事
业发展的目标，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不负人民的使命
感， 向着建功新时代的宏伟目标铿锵
迈进。

郸城县委书记李全林告诉记者 ：
“我们紧紧围绕市委五届二次全会暨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十大战
略’三年行动计划，坚持‘项目为王 ’，
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2022 年已
谋划工业、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社
会事业等各类项目 251 个，总投资 732
亿元 ； 计划实施省市县重点项目 55
个，总投资 246.6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33.07 亿元， 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 12
个、现代农业项目 6 个、现代服务业项
目 9 个、社会事业项目 7 个、基础设施
项目 17 个 、新能源项目 2 个 、新基建
项目 2 个。 ”

开局即决战，产业发展劲头足

2 月 25 日，郸城县总投资约 5.5 亿
元的郸城县金丹科技 6 万吨生物可降
解聚酯及其制品项目建设工地现场 ，
机声隆隆，热火朝天。 该项目建成达产
后可实现产值 12 亿元，利税 1.8 亿元。

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 今年，
该县计划———

实施重点工业项目 12 个，总投资
62.4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7.19 亿元，

其中凯诚电子等新开工项目 6 个 ，金
丹科技高纯度 L-乳酸等技术改造项
目 3 个， 瑞龙科技新型阻燃材料等扩
建项目 3 个。

实施食品、 医药主导产业重点工
业项目 9 个，总投资 46.21 亿元，占比
74%。 项目亩均投资强度 260 万元以
上，税收占比 40%以上。

列入省前三期“三个一批”项目 26
个，总投资 163.8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6.92 亿元，其中“签约一批”项目 1 个，
已完成投资 1.2 亿元；“开工一批”项目
10 个， 已完成投资 16.6 亿元；“投产一
批” 项目 15 个， 已完成投资 59.72 亿
元。 新增入库亿元以上项目 15 个，已
完成投资 147.3 亿元，同比增长 12.8%，

位居全市先进位次。

农高区引领，科技创新激活力

创建周口国家农高区， 是郸城县
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的重要抓手。
省政府出台支持政策，成立了领导组，
召开专题会议，出台会议纪要，明确了
“四区一基地”的建设目标。 该县着力
打造人才高地、创新高地、产业高地，
按照省市要求共谋划了 7 大类 17 个
项目，总投资 30.04 亿元，使农高区在
创建进程中实力更强、马力更足。

科技创新是农高区建设的核心 。
为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 该县谋划了
国家农作物品种测试评价中心等科创

平台项目 4 个，总投资 5.5 亿元。 产业
是农高区建设的关键。 该县谋划了小
麦全产业链融合体等产业发展项目 4
个，总投资 8.2 亿元。 数字农业是农高
区的发展方向。 该县谋划了主要农作
物全程机械化智能装备、 数字农业示
范园等数字农业项目 2 个 ， 总投资
1.56 亿元。 土壤是农高区建设的根本。
该县谋划实施土壤微生物改良技术研

究与示范应用项目， 总投资 0.7 亿元。
基础设施是农高区建设的前提。 为进
一步改善农高区生产条件， 该县谋划
了骨干路网建设项目，总投资 1 亿元。
为发挥农高区示范带动作用， 该县谋
划了小麦新品种选育繁种基地建设等

示范推广项目 3 个，总投资 2.28 亿元。

人才是农高区建设的支撑。 该县谋划
了周口师范学院农业科技学院、 食品
绿色化加工营养调控研究院等高等院

校建设项目 2 个，总投资 10.08 亿元。
同时，郸城县还按照 “一区多园 ”

要求，建设了小麦精深加工园、玉米精
深加工园、 医药产业园等 “四园一中
心”，积极实施省级玉米现代农业产业
园项目，3000 万元省财政奖补资金项
目已完成 85%， 县财政支持项目资金
1.3 亿元。

2021 年， 该县投资 1.83 亿元建设
高标准农田 12 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 3 万亩，已全部完工。 2022 年，
该县计划投资 2.25 亿元建设高标准农
田 15 万亩，预计 4 月底完成招投标并
开工建设，12 月底完工。

在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培育

方面， 该县共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20 家， 其中国家级 1
家、省级 4 家、市级 15 家。 本土上市企
业金丹科技，打通了玉米全产业链条，
4 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乳酸系列
产品生产规模亚洲第一。

谋划谱新篇，打造发展新高地

郸城之变，令人刮目相看。投资 28
亿元的■河生态水系建设项目， 把臭
气熏天的“三河一沟一渠”变成了国家
3A 级旅游区；人民公园、运动公园以及
若干个街心公园， 把县城点缀得如诗
如画。

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该县
今年计划新建续建 28 个项目 ， 总投
资 55.33 亿元：投资 7.35 亿元，实施世
纪大道南延 、 和谐路改造提升等 15
条市政道路建设项目 ； 投资 38.2 亿
元 ，完成■河生态水系 、第三污水处
理厂、 垃圾焚烧发电、“三场两馆 ”项
目续建工程；投资 2.6 亿元，实施■河
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城区给水管网建
设工程等项目；（下转第二版）

张建慧会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鞠德东一行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 2 月 25日 ，
市委书记张建慧会见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

所长鞠德东一行 。 双方就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副市长
王宏武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
史文化名城研究所区域与文化学部

主任 、高级城市规划师汤芳菲 ，同济
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开发规划

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宋伟等参加会见 。

张建慧对鞠德东一行莅周表示

欢迎 。 他说 ，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彰
显着城市的精神力量 。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在

名城保护方面 ， 有着丰富的经验 、开
阔的视野和深入的研究 。希望各位专
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紧密结合周口
实际 ，充分挖掘周口历史文化资源 ，
围绕周家渡口 、周口三寨 、淮阳古城
等文化印迹 ，串联伏羲文化 、道家文

化 、农耕文化 、漕运文化 、黄泛区文
化等元素 ， 打造具有鲜明周口特色
的历史文化品牌 ； 帮助周口做好历
史街区保护规划 ， 共同探索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的现实路径和方法 ，有
序推进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工作 ，
切实把周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 、
利用好 、传承好 。

鞠德东简要介绍了近日对周口

历史文化街区的调研情况 。 他表示 ，

周口历史悠久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独特的文化记忆 。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将集

中专业力量 ， 认真开展调查走访 ，梳
理周口的文化肌理 、历史记忆 、风貌
格局 ，深化城市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
研究 ， 在古城保护方面进行积极探
索 ，科学规划精心实施 ，为周口的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工作作出积极

贡献 。 ③6

张建慧主持召开我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汇报会
������本报讯 （记者王艳） 2月 26日下午，
市委书记张建慧主持召开周口市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汇报会， 听取国土空间
规划阶段性成果汇报， 研究我市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 市领导岳文华 、
刘胜利、马剑平、王宏武出席会议。

会上， 规划设计单位汇报了我市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方案， 与会领导和
相关人员围绕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生
态保护等， 对规划方案完善提升提出
意见和建议。

张建慧指出， 要认真落实前瞻 30

年、编细 15 年、编实“十四五”的要求，
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站位全球，
充分发挥周口港通江达海优势，努力成
为新时代河南“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
点；站位全国，立足全国城镇体系建设，
发挥周口自身优势， 找准发展定位，进
一步优化规划方案。 要站高谋远、前瞻
布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中找准发展

方向，对发展目标、指标体系、空间布局
和实现路径等进行优化提升，确保规划

更好地与战略需求相适应、与城市定位
相匹配，为实现“两个确保”奠定坚实基
础。 要立足禀赋、凸显优势，聚焦“临港
新城、开放前沿”发展定位，突出周口港
城特色，以高质量规划引领国家区域中
心港口城市建设。要认真研究分析支撑
周口城镇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增长点，统
筹高铁、机场、港口等重点交通工程，留
足发展空间，完善对外交通体系，加快
中心城区与组团城市之间的快速通道

建设， 着力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
系，塑造枢纽经济新优势。 要强化规划

弹性，统筹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满足
当前和未来高质量发展需求。

张建慧强调 ，要学习借鉴先进地
区规划建设经验 ，坚持绿色 、低碳 、节
能的发展理念 ，统筹好生产 、生活 、生
态三大布局 ， 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
效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天
蓝水清 。 要通过规划引领 ，完善城市
功能 、增强服务能力 、提升城市品质 ，
在中心城区加快构建“10 分钟便民生
活圈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
获得感和安全感。 ②19

“中原大讲堂”科技创新主题学习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 刘婵 张

笑闻 本报记者 岳建辉 ） 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

要论述， 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 按照全省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总体安排，2 月 26 日 ，由省委
组织部、 省活动办主办的 “中原大讲
堂”举行，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
学习相结合， 邀请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以《打造原始科技创新的科研实体》为
题作专题报告。 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
王凯、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报告会。

在报告中，王晓东以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为案例，对科研活动、科研组织、
科研机构、政府责任等相关要素进行了
专业讲解，对跨越式提高河南科技创新
能力提出了合理建议。

与会同志认为， 报告会内涵丰富、
系统全面、阐释深入，对于实施创新驱

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具有很强
的实践性、系统性和指导性，要认真学
习借鉴、深入研究把握，以此为契机把
科技创新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大家
表示，参加高端学习报告会，深入掌握
了“十大战略”前沿知识，有针对性地加
强了专业能力培养，下步更要通过大学
习大培训大练兵大提升，不断锻造过硬
的能力作风，更好地担负起现代化河南
赋予的职责使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陈舜主持报

告会。
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市

领导张建慧 、吉建军 、岳文华 、吴刚 、
牛越丽 、张桂英 、赵锡昌 、刘胜利 、
王少青、马剑平 、车晓辉 、皇甫立新等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以及市直
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参加

报告会。 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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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2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2 月 25 日下午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进行
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党的百年奋斗史，贯
穿着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人权、 尊重人
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
要深刻认识做好人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加重
视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
发展。

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鲁广锦同志就

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 中央
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
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不懈追求。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
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
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我们党都牢牢把握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使命，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
大胜利，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
的主人，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
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
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

重要工作，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
物质基础。 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进人权法治保障， 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
的民主权利。 我们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的就业，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
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大力改
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最大限
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全
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持各民
族一律平等，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保障各族
群众合法权益。 我们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加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深入开展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全面开展扫黑除恶行
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保持社会长期

稳定，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 我们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
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 （下转第二版）

题图：：郸城县伞业产业园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新时代提案工作丛书》出版
新华社北京 2月 27日电 全国两会

召开前夕， 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
编写的 《新时代提案工作丛书》，27 日起
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在全国正式出版发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特别是关于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全
面总结新时代特别是十三届全国政协

以来提案工作的理论成果、 实践成果、
制度成果，为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级政协
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 、提案承办单位

做好提案工作提供工作指导，全国政协
提案委员会组织力量编写了该丛书。

丛书分为理论篇、历史篇、制度篇、实
务篇和经验篇，共包括《做好新时代人民政
协提案工作》（修订版）、《人民政协提案工
作 70年 （1949-2019）》、《新时代人民政协
提案工作制度和实务指南》、《怎样做好人
民政协提案工作———新时代全国和地方政

协提案工作经验汇编》、《怎样提好政协提
案———新时代提案者提出提案经验汇编》、
《怎样办好政协提案———新时代承办单位

办理提案经验汇编》6本书，其中《做好新时
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是在 2020年 3月出
版的基础上修订再版，《人民政协提案工作
70年（1949-2019）》是在 2020年 2月出版
后重印，其他 4本是首次出版。

丛书是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级政协

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 、提案承办单位
工作人员的常备工具书，是各级党政机
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了解政
协工作的重要读物，也是社科理论工作
者研究政协历史和工作的权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