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融媒体特别节目周口篇
系列视频引发市民热议

本报讯 （记者 何晴） 从农业大
市、中原粮仓到道德名城、临港新城，
周口，这座底蕴深厚的城市背后还隐
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惊喜？

近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
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拍摄制作

的大型融媒体特别节目 《非凡十年
出彩中原 》（周口篇 ）、《出彩项目看
河南 》（周口篇 ）、《创出新天地 》（周
口篇） 等系列视频相继在 “学习强
国 ”、人民网 、今日头条 、新华网 、抖
音、 视频号、 周道客户端等平台发
布，引起市民广泛讨论、点赞。 视频
展示出十年来周口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激发起市
民对家乡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 。
据了解， 周口日报、 周口晚报抖音
号 、 视频号发布的相关视频达 120
余篇 ，播放量 673.3 万次 ，点赞量突
破 12 万次。

今年 68 岁， 家住中心城区圈神
庙街的张大爷， 是周口过去十年发
展的见证者。 提起《非凡十年 出彩

中原》（周口篇），张大爷说：“俺战友
群里转载了好多周口日报抖音号发

布的系列视频，我每一条都看了，拍
得好，尤其是讲港口方面的，现在好
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周口的 ‘口 ’就
是入水口的意思 ，沙河 、颍河、贾鲁
河在这形成三川交汇之地。 看新闻
说周口港已经开通了尼日利亚 、美

国洛杉矶长滩港等国际航线， 特别
好，发展航运才是正路！ ”张大爷激
动地说。

市民常莉的朋友圈近日被《出彩
项目看河南》（周口篇） 视频刷屏了，
“从伏羲古都到临港新城， 市长带你
沉浸式感受周口的新与潮”“期待未
来周口成为公、铁、水、空四位一体枢
纽城市”“这个视频让周口人感到振
奋” ……看着视频下一条条的评论，
从山东刚回到周口工作不久的常莉

说：“看完视频热血沸腾，以前一直在
外地上学工作， 对家乡了解甚少，这
条 2 分多钟的视频让我对家乡有了
颠覆性的认识，从成为中原连接长三
角的桥头堡， 到打造周口国家农高
区，让韭菜种子搭乘神舟飞船进入太
空，再到未来依托周口机场，打造立
体空运系统，周口的快速发展让我打
心里感到骄傲！ ”

周口师范学院大一学生李洪涛

在看完《创出新天地》（周口篇）后感
慨地说：“每次和外地同学介绍周口，
首先想到的名片就是 ‘农业大市、中
原粮仓’，看完专题片后，才知道从江
南到中原， 周口是水运必经之地，才
知道周口有这么多高精尖的产业，还
依托‘黄金水道’正大力发展临港经
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就能向他
们骄傲地说，我们大周口另一张响亮
名片是‘临港新城、开放前沿’！ ”②2

□记者 王慕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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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十年磨砺工业剑 勇立潮头铸辉煌

潮涌周口，奔腾数千里，载梦前
行，十年风雨兼程，十载岁月如歌。

十年里，周口工业经济在党和国
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不断改革创新、转型
升级，焕发新生机。

十年间， 周口儿女步履不停，在
工业化的道路上以爬坡过坎、追星逐
月的劲头，全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赶超崛起，用双手书写了周口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史诗。

从 1949 年生产能力低下的手工
作坊，到如今拥有高效率自动化生产
车间的现代化企业。 穿越风云激荡的
历史岁月，“十三五”期间，周口市国内
生产总值跨过 3000亿元台阶，连续 8
年稳居全省第五位，周口工业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 、从点到群 ，一次次起
跳，一次次蜕变，实现了从贫弱单薄
到龙头高昂、 集群前行的震撼飞跃，
筑牢了周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十年来， 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工
业开启“加速跑”。

为进一步抢占产业制高点，近年
来，我市在工业领域大力推进高端化
改造、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改造、服务
化改造，将“四化改造”作为打好转型
发展攻坚战的重要抓手，突出顶层设
计，强化政策支持，制订攻坚方案，邀
请专家对企业把脉问诊，指导企业积
极开展“四化改造”，推动制造业向中
高端迈进，为周口工业高质量发展不

断积蓄力量。 市五次党代会报告明
确提出， 加快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要建设 “数字周口”“发展数字经济，
赋能产业升级”。

“十三五”期间，全市三次产业结
构为 14.8：44.0：41.2， 二、 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达 85.2%，我市各项主要
工业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省前列。
2012 年 ， 全市生产总值 1592.38 亿
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10.7%，第
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417.56 亿元 ，增
长 4.5% ； 第 二 产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767.07 亿元，增长 15.2%。 2021 年，全
市生产总值 3496.2 亿元，增长 6.3%，
与全省持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7.8%， 高于全省 1.5 个百分点，实
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十年来， 产业发展加速集聚，工
业释放新活力。

在蓄势崛起、跨越发展的关键时
期，我市抓住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
产业集聚区的重大机遇， 顺势而为，
把建设产业集聚区当作转方式、优结
构、促发展的关键一招，当作实现跨
越发展、弯道超车的难得机遇，强力
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 目前，我市正
在全力发展食品加工、 纺织服装、钢
铁等优势主导产业；打造可降解新材
料、生物医药、智能终端零部件三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集聚，让周口企业由一个个
“小舢板”，抱团成为一个个“产业舰
群”。 2012 年，周口产业集聚区建成
区面积 96.52 平方公里，标准厂房面

积 904.5 万平方米，从业人员 270687
人。 2019年，全市产业集聚区规划面
积 183.2 平方公里 ， 建成区面积
98.67 平方公里，入驻工业企业 1167
家，从业人员 61 万人。

周口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迅速，按
照“一县一主业”规划目标，如今，产
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周口县域经济的

增长极、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转移就
业的主阵地、 改革创新的示范区，成
为周口发展的最大亮点、 最大变化、
最大潜力。 项城市医药和纺织服装
产业集群成为全省特色产业集群，已
成为豫东最大的医药生产、 加工、研
发基地，乐普药业成为全市工业企业
第一纳税大户。 郸城县金丹乳酸是
乳酸及系列产品国家标准的第一起

草单位， 乳酸生产规模居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

十年来，重点企业“打头阵”，工
业发展“挑大梁”。

龙头企业规模大、 技术含量高、
品牌效应强， 可以促进产业链延伸，
带动中小企业发展， 形成产业集聚。
从“农业大市”迈向“工业强市”，周口
市高度重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

用， 通过市场和行政等多方面的措
施， 千方百计扶持壮大龙头企业，依
托人力资源、农产品资源和产业基础
优势，积极构建大产业，推动产品向
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提升产
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伴随着我市工业产业的
迅速发展，一批上规模、上水平且具
有较强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迅速崛

起，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助推了我市
工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022 年上
半年， 我市 2 家企业被评为国家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去年 2 家），42
家企业被评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去年 29家），2 家企业被评为省
级制造业头雁企业 （去年 1 家），3 家
企业被评为省级制造业重点培育头

雁企业（去年 0家）。截至目前，我市三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项目 31
个 （已建成投产项目 ７个、 在建项目
19个、谋划项目 5 个），总投资 159.63
亿元，已完成总投资 56.14亿元。

十年来，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工
业发展焕发新光彩。

长期以来，周口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积极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营商环境建设

的良好氛围，成立周口市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专题小组，实
施营商环境“1+8+23”提升行动，全面
推行 “不见面审批”“标准地+承诺
制”，充分发挥临港新城、区位交通、
人力资源、科技教育等优势，开展市
场化招商、专业化招商、产业链招商，
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新项目为制
造业发展夯基垒台。

一组组数据见证城市经济发展

蝶变。 2012 年，全市共签约亿元以上
项目 275 个, 总投资 1357.5 亿元，开
工亿元以上项目 224 个 , 总投资
976.7 亿元 , 到位资金 364.9 亿元 。
2022 年 1 至 8 月， 全市新签约项目
259 个 ， 同比增长 28.9% ， 总投资
2193.03 亿元，同比增长 65%；新开工
项目 194 个 ，同比增长 19.8%，总投
资 1317.19亿元，同比增长 71.7%。

一句句感谢令为此奋斗的周口

儿女欣慰。 “感谢周口市委、市政府和
全市党员干部能为百姓计、敢为天下

先，营造了亲商、安商、重商、富商氛
围。我们是奔着周口良好的发展环境
而来，奔着周口凝心聚力、担当作为
的领导班子而来， 奔着周口真抓实
干、奋勇争先的干部作风而来”“这么
多年来，政府给予我们的优惠政策让
我们更加坚定在这里建厂是正确的”
“感谢政府把我们引进来， 又在我们
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

十年来， 数字化赋能启新程，工
业发展扬远帆。

没有落后的产业， 只有落后的
产品和技术； 传统产业不等于低端
产业、夕阳产业。 “实施‘上云用数赋
智’行动，打造数字转型企业标杆和
典型应用场景，促进产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 ”市五次党代会
对数字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周
口市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提

供了路径。 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近年来，周口市把传统产
业智能化改造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

战略重点来考虑， 以数字建设增能
为引领， 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攻方向，积极推进“双引擎”，以数字
化赋能产业升级。

强化数字赋能， 积极实施智能
制造引领工程。 目前，全市智能化改
造重点项目 68 个 ， 年度计划投资
17.59 亿元，完成投资 15 亿元，投资
完成率 85.7%。 培育省级智能工厂
（车间） 工作取得新突破，2022 年我
市共有 15 家企业通过认定，数量居
全省第 5 位，已累计认定 63 家。 我
市还积极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 “1+
2”体系，即重点建设 1 个跨行业、跨
领域综合性平台，2 个细分行业、特
色领域平台 （纺织服装行业和锅炉
特色产业），推动制造业资源整合集
聚和开放共享。

十年来， 工业体系更加齐全，城
市经济高速腾飞。

作为传统农区，周口市工业基础
薄弱，加快工业经济发展既受先天条
件制约，又受传统意识束缚，工业发
展尤为困难。 从农业大市迈向工业
强市，周口历届市委、市政府久久为
功， 不断强化新型工业化的主导地
位，依托人力资源、农产品资源和产
业基础优势，积极构建大产业，多策
并举推动“万人助万企”活动深入开
展，激发了企业活力，厚植了发展动
力，助推产业体系不断完善。

2021 年 5 月 18 日，安钢周口钢
铁高炉顺利点火，标志着安钢周口钢
铁产能置换项目一期一步工程正式

投产。目前，该工程的原料场、轧钢等
主体标段及生产生活中心、仓库等配
套设施已建成投用。 预计 2022 年营
业收入 100 亿元， 年上缴税金 3 亿
元，安排直接就业 1600 余人。安钢产
能置换项目的成功落户，结束了周口
没有大型重工业项目的历史，也将成
为周口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有力

推手。
目前，周口市正坚持围绕生物可

降解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终端零
部件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加大
培育引进力度，壮大产业集群，在新
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大盘取厚势，落子开新局。
奋进赶考路，当好领跑者。
周口儿女势必把 “工业强市、产

业兴市”的“规划图”变为一幅幅“实
景图”。

“十三五”期间，

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跨过 33000000亿元台阶。
十年来，

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连续 88年稳居全省第五位。

“十三五”期间，

全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1144..88::4444..00::4411..22，

二、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达 8855..22%%，
我市各项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省前列。

《周口市水资源管理条例》获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本报讯（记者 刘昂）近日记者获
悉，《周口市水资源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审查批准。 作为市人大
常委会制定的第 8部地方性法规，《条
例》 将有力推动我市水资源管理工作
迈上新台阶， 为助推高质量建设现代
化周口、 高水平实现现代化周口发挥
重要作用。

据了解 ，《条例 》共 29 条 ，不设
章节， 是小切口立法， 内容明确具
体、操作性强，条理清晰、逻辑严谨，
既与上位法不抵触， 又突出地方特

色。 《条例》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新时期治水方针和省委决策部

署，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水资源刚
性约束等作为立法精神内涵和根

本遵循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立法理念 ，结合周口水资源管理实
际 ，坚持问题导向 ，紧紧围绕将水
资源留得住 、用得好 、管到位 、不污
染的立法目标 ，系统搭建了水资源
规划 、开发 、利用 、节约 、保护 、管理
的科学体系， 为我市水资源开发利
用和优化配置、 严格管理提供法治
保障。 ②18

数数据据显显示示

制图 周彦

淮水汤汤喊“前进”
策划 顾玉杰 王健

C组记者 吴继峰 王亚辉

◆随船札记之三

������《诗经》有云：“鼓钟将将，淮水汤汤。 ”穿
越历史烟云，已不闻两岸之鼓钟锵锵，但千里
淮河水天一色、 船舶往来首尾相连之场面依
然让人感到震撼。

9 月 28 日 16 时许，经过一天多的航行之
后，记者一行乘坐的豫长泰集 1699 号货船经
沫河口进入淮河。 河面更加宽阔，航道更为繁
忙，港口分布更多，沿淮城市的航运业和临港
产业规模更大， 这是船行淮河记者的直观感
受。 可以说，从周口港经沙颍河下行的船舶，
只要能顺利汇入淮河，就连通了“百川入海”
的水运网络。 以淮河航道为纽带，周口就可以
和长三角经济带形成有效的衔接， 这条连接
不同经济带间的“水上走廊”也一定能让周口
融入到更大的经济循环体系之中， 为未来的
发展增添动力。

淮河地处中国东部， 介于长江和黄河之
间，跨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份。 “橘生淮南则
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
国地理南北分界线， 淮河则是中国亚热带湿
润区和暖温带半湿润区的分界线。 放眼两岸，
视线可及的是一片片金黄的豆田， 田里偶有
辛勤劳作的人。 淮河水并没有狂奔咆哮之势，
而是在不慌不忙地流淌， 一如两岸农人的恬
淡，在轮回的季节里有条不紊。

烟波浩渺的河流滋养生命， 赋予生命以

诗意，诗意的生命也回馈给淮河美丽的传说。
据传，三千年前的夜空下，一轮蛮荒的月亮在
天空中发出银白色亮光， 一条大河在芦苇与
野草中静静地流淌，一种叫“淮”的短尾鸟一
群群地栖息在河边，停止了白日的聒噪；偶尔
有野兽的叫声， 则是从山上如盖的森林中发

出来的。 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生存着大量叫
“淮”的鸟，“淮水”因此而得名。

淮河沿岸分布着港口城市群中的重要节

点，淮南便是其中之一。淮南的自然资源和农
业资源丰富，有“能源之都”“华东工业粮仓”
等称号。淮南煤矿兴起之初，淮南得益于淮河

水运之便利，航运业起步早、货源足、发展快。
近年来， 淮南更是立足港口资源优势谋求转
型发展， 他们充分发挥港口对区域及周边城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港城发展空间，延伸
临港产业链条，发展临港经济，推进港、产、城
一体化发展， 使港口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引擎。 不断提升质量的航运业和港口
经济， 为淮南这样的资源型城市提供了转型
发展的路径和选择。 这其实也应该带给我们
周口一些有益的启示： 资源丰富的城市尚能
走一步看三步前瞻未来， 作为发展相对慢了
一些的地方，周口必须锚定“临港新城、开放
前沿”的发展定位，独辟蹊径，把公铁水空多
式联运的独特优势发挥到极致。

曾经的淮河，原本是条独流入海的河流，
滋润良田、泽被两岸。但另一条大河的“纠缠”
改写了淮河的面貌———历史上曾多次改道的

黄河夺淮入海， 将裹挟的大量泥沙沉积在入
海口河道，而黄河此后又改道离开淮河，从山
东入海。淮河失去了直接的入海河道，只能经
洪泽湖注入长江， 通过长江入海。 今年 7 月
30 日，位于江苏淮安、盐城境内的淮河入海
水道二期工程开工， 千里淮河入海之路将由
此更加通畅。 这些年来，地处淮河流域的周
口回应母亲河的深情呼唤，从季节性通航到
长年通航，从四五百吨的货船到两千吨的货
船 、上万吨的拖队 ，我们奔走呼吁 、多方协
调，千方百计提升沙颍河至淮河的通航能力，
一步步打通了连接国内外大港的水运网络。
而今天，淮水汤汤喊“前进”，我们乐见淮河入
海更畅，周口天地更宽，也必须顺势而为、有
所作为。 ①6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
提速文旅文创融合发展

（上接第一版） 二要与高标准粮田建
设相结合。 高标准实施农业综合开
发， 加快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 ，真正做到田成方 、林成网 、渠相
连、路相通、旱能浇、涝能排，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三要与
乡村振兴相结合。 依托重点村、示范
镇、观光园区等乡村旅游品牌，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 大力发展田园采摘、
民俗观光等乡村旅游产业，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四要与县城
建设相结合。 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把
历史文脉体现在城市建设全过程，构
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群，打造生产生态生活融合、宜居宜
业宜游一体的城市空间。五要与文物
保护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
和展示传播水平。

吉建军强调， 要主动参与融入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塑造，以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引领，加快
重点景区创建步伐，打造“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城市名片。要规划先行。对
标国内一流，系统规划、超前规划，科
学编制全域文化旅游发展战略规划。
要抓载体。 以景区建设为载体，加快
推进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全域文旅项

目，创建一批具有“国际范、中国风、
中原韵、三川情”的高品质景区。 要强
项目。积极谋划包装文旅项目，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投用、群众早
受益。要育主体。坚持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突出招引重点，创新招商引资
方式， 招引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综
合效益好、 带动作用强的龙头项目，
建设文旅“新地标”。 要优环境。 优化
景区服务，提升环境品质，为广大游
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真正让
游客放心来、安心住、舒心游。 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