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记者来到位于太康县高贤乡汪庄村的养老院， 老人正坐在一起聊天， 看
到有人来， 他们热情地打起招呼： “现在， 我们大家在这里一起生活， 不仅吃得好、
穿得暖， 还不会觉得孤单……”

太康县是典型的人口大县、 农业大县， 总人口 165.4 万人， 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占 15.1%。 2017 年底， 太康县委、 县政府积极探索推行农村特困人员 “五养” 模
式———居村联养、 集中供养、 邻里助养、 亲情赡养、 社会托养， 走出一条农村特困
人员兜底保障和养老新路子。 截至目前， 该县对 22个乡镇敬老院实施改造， 新建改
建居村联养点 157 个、 房屋 3000 多间， 入住 3825 人； 有 27 家医院参与社会托养，
入住 1552 位特困老人； 有 120 名特困老人在助养人的帮助下过上了幸福生活， 实
现 “五养模式” 全覆盖。

近年来， 太康县不断深化拓展 “五养模式” 的内涵和外延， 发展普惠型养老、
互助性养老和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与此同时， 太康县积极探索推行医养结合新型养
老服务新模式， 整合政府、 社会、 个人三方面资源， 在全县建成 15 个社会托养中
心， 新建改建了食堂、 餐厅、 洗浴室、 娱乐室， 安装了空调， 购置了衣柜， 建成宾
馆式 “养老院”， 为全县失能、 半失能特困人员提供门诊、 住院、 健康咨询、 饮食
指导、 疾病双向转诊、 医疗巡诊等服务。 今年 8 月 5 日， 太康县人民政府、 河南省
农业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三方合作建设康养项目
举行签约仪式， 致力打造一家豫东南乃至全国范围内医养结合的康养基地， 推动太
康县养老服务业快速向好发展。

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凝心聚力谋发展 砥砺奋进谱新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太康县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记者 张洪涛 通讯员 郭留艺 文/图

十年春华秋实，十年砥砺奋进，太康书写壮丽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 太康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各项事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体系更加完善，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城乡融合更加深入，夏粮

生产实现“18 连丰”，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五养模式”叫响全国，民生福祉更加殷
实， 综合实力大幅跨越……2012 年至 2021 年底， 生产总值从 156.3 亿元增长至
399.6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5.01亿元增长至 13.9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从 75亿元增长至 255.3亿元。

今年以来，新一届太康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
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发展，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疫情、防风险，抓项目、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顶住
了疫情的压力和影响，各项事业发展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来自外省的纺织女工齐聚太康切磋纺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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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生产车间内， 喷水织布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
忙碌……走进河南中福织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只见机器快速转动， 上面的丝线
极细， 看起来若有似无， 让人连连赞叹。

不仅有中福织造这样的企业， 如今在太康县开发区 （原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内， 集中了河南通泰纺织有限公司、 太康县银鑫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欧企德
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四通锅炉、 韩科热力等一大批企业， 吸引了大量外地客商来
这里投资兴业。

而在 2012 年， 这里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太康县开发区仅有纺织服装、 通
用设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 批准进区项目 47 个。 经过不断发展， 到 2021 年底，
太康县开发区规划建设面积 28.24 平方公里， 建成 13.5 平方公里， 发展形成纺织
服装、 锅炉制造、 节能环保、 食品加工四大主导产业， 入驻企业 138 家， 从业人
员 6.1 万人。

其中， 入驻锅炉压力容器企业 33 家， 包括 A 级锅炉企业 6 家， 年生产能力
6 万蒸吨； 入驻纺织服装企业 68 家， 胚布年产 8 亿米， 服装年加工 6 亿件， 纺纱
规模位居全省县级第一位； 入驻明正、 国园、 碧海、 承沅等食品企业 12 家； 龙
源纸业年造纸 75 万吨， 生产规模居全省首位……太康县因此被誉为中国棉纺织
名城、 中国长丝织造产业基地、 全国最集中的 A 级锅炉制造基地。

今年以来， 太康县围绕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 ， 出台一系列措施 ，
产业发展跑出了 “加速度”。 市委常委、 太康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先后主持召开纺
织服装、 锅炉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研究制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组织
推动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 设立博士团队工作站、 清洁燃烧
技术研发中心， 组织推动与东华大学、 大连合成纤维研究院、 河南工程学院合
作， 进行印染产业规划环评。 太康县长张峰带队多次赴常熟、 南通等地考察，
承接印染产业转移， 全力打造全国智能锅炉研发生产基地、 全省纺织生产基地
两大百亿级集群。

与此同时， 太康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持续推
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强力推进工业项目 “5 个 5” 推进机制， 实施龙源纸业公
司年产 200 万吨绿色造纸等 5 个扩产能项目， 锅炉共享制造产业园年产 2 万蒸
吨、100 套锅炉配套设备等5 个新开工项目， 中亿织造 5G 喷水织机年产 2 亿米坯
布等 5 个签约落地项目， 四通锅炉公司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5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
银鑫棉业公司等 5 个培育上市项目。 强力推进企业 “四化” 改造， 抢抓专项债政
策机遇， 实施总投资 117.7 亿元的 33 个纺织服装、 锅炉制造产业技改项目， 着力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绿色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强力推进规上企业研发全
覆盖， 113 家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建立研发机构， 45 家企业与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开展研发合作， 105 家企业达到 “四有” 标准， 投入研发资金 3.2 亿元。

“我宣布太康县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现在开工……”8 月 23 日上午，随着
市委常委、太康县委书记皇甫立新一声令下，总投资达 47.36 亿元的 42 个基础
设施和民生项目集中开工，标志着太康县的项目建设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

此次集中开工的 42 个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涵盖教育、医疗、交通、水利、公
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县委、县政府狠抓项目建设的决心，对
提升太康城市承载能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今年以来，太康县上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想方设法抓供给、优服务、强保障，实行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
完善县级领导干部分包重点项目工作机制，重点项目建设“一周一汇报、两周一
现场办公、一月一小结点评”推进机制，县重点项目推进中心每天跟进督导机制，强
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确保早投产、早达效。 改制县综投公司、县城开公司，新组
建县农投公司，为项目建设提供支撑保障。 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培育入库
“四上”企业 24家，谋划申报专项债项目 157个，总投资 630.2亿元，2021年太康县
营商环境评价位居全市第二位。

全力开展招商引资。 大力开展产业招商、以商招商、协会招商，突出“五职”
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先后举办“情系家乡·共创未来”县情发布会等大型招商活
动 28 次。今年以来，该县签约项目 24 个，合同资金 276.3 亿元。其中，引进纺织
服装特色优势产业项目 2 个、锅炉制造特色优势产业项目 1 个、食品加工特色
优势产业项目 2 个、节能环保特色优势产业项目 1 个。 具备签约条件的“三大
战略新兴产业”项目 4 个，总投资 40 亿元，分别是投资 27 亿元的新疆特变电工
电力产业园项目， 投资 1.5 亿元的东海佐特石英制品 1 万吨高纯石英砂项目，
投资 1.5 亿元的海南蓝兴生物科技可降解生物材料项目， 投资 10 亿元的广亚
铝业智能汽车配件项目。

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 坚持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着力抓好项目、大
项目、新项目，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 今年举
办“三个一批”活动 3期，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41个，总投资 228亿元。

“下一步，太康县将持续加大项目建设力度，着力谋划实施一批交通、水利、
生态水系治理、乡村振兴等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项目，持续提升城市承载能
力、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同时，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同步实施相关配套产业项
目，全面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确保全年红。 ”太康县长张峰介绍。

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日前，记者在太康县老冢镇刘寨村看到，金色的田野里，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村
民正在收割庄稼。

今年以来，太康县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健全粮食安全制度体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科技兴粮、科技增粮，
粮食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业基础作用得到巩固和发挥。

测产数据显示，2022 年太康县 172 万亩小麦平均亩产 570.98 公斤，比去年平均亩
产 565.63 公斤，增产 5.35 公斤，小麦总产达 9.82 亿公斤，实现夏粮“18 连丰”，继续保
持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全国超级产粮大县的位次。

“18 连丰”靠的是什么？太康县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及时调整充实县委
农村工作领导组，建立县党政领导牵头负责的粮食安全生产工作专班，县委书记、县
长亲自抓、亲自过问、亲自推动，为太康夏粮“18 连丰”提供坚强保障。

完善水利基础设施。 太康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
县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农田水利工作，组织县农业农村、发改、财政、自然资源、水
利、电力等部门，围绕灌溉机井、灌排沟渠、桥涵等按项目逐设施排查，排查整改机井
13628 眼，及时解决部分地块灌溉问题，确保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高效推进。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太康县成立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导小组，大力推进整建制粮
食高产创建，当前，抓住秋收的有利时机，加快实施 2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谋划实
施逊母口、清集、独塘等乡镇 7.5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建设，确保达到建设标准化、
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化、经营规模化、管理规范化、环境生态化的“六化”标准，夯实
粮食稳产增产根基。

依靠科技提高单产。 以科研单位为技术依托，以粮食收储和加工企业为龙头，以
农业专业合作社为种植载体，开展订单生产，扩大小麦主产区优质专用品种覆盖率。
今年开展小麦中后期“一喷三防”490 多万亩次，其中，使用植保无人机飞防 172 万亩、
组织机防队施药 145 万亩。

农机农技结合，确保颗粒归仓。 科学高效组织机收会战，举办“粮食机收减损大比
武”活动，通过微信、抖音等平台广泛推送机收减损技术视频，增强机手操作技能和减
损意识。 组织农机、农技人员进村到田指导，控制好留茬高度和收割速度，全面提高作
业质量。

夏粮生产实现“18连丰”

一个个乡村旧貌换新颜， 一个个家庭摆脱贫困。 如今， 经过脱贫攻坚战的洗
礼， 太康县彻底甩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从 2011 年被认定为国家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 到 2019 年 5 月河南省政
府宣布太康县脱贫摘帽、 168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几年时间里， 太康县的乡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 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群众的满
意度和幸福感明显增强。

日前， 记者来到太康县毛庄镇叶庄村， 这里曾经是一个贫困村， 如今， 经过广
大干群不懈努力，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曾经的贫困户在村里的扶贫车间打工， 靠
一双勤劳的双手彻底摆脱了贫困， 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的奋斗起点！ 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后， 太康县持续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今年以来， 太康县持续强
化巩固脱贫成果党委主体责任， 实行党政 “一把手” 负责制， 成立了以市委常委、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 县长张峰任组长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
效衔接领导小组， 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坚持对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工作亲自调研、
亲自谋划、 亲自示范、 亲自推动、 亲自督导。

聚力加强政策衔接 。 太康县先后出台 《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
学工作方案 》 《2022 年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
计划 》 《“两类人员 ” 就业创业补贴实施方案 》 《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 等系列配套文件 ， 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提供了政策支撑 。

强化驻村帮扶。 全县组建驻村工作队 254 个， 选派队员 509 人， 形成新一批驻
村 “生力军”， 实现乡村振兴任务较重的村和软弱涣散村全覆盖。 疫情防控工作
中， 多次组织开展 “大排查、 大起底” 行动， 积极克服疫情影响， 有效落实防止
因疫情返贫致贫、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帮扶等政策措施，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聚力突出产业带动。 充分发挥全县 69 个扶贫车间、 164 个光伏电站， 44 个种
植养殖产业项目带贫作用， 创新帮扶车间、 产业基地管理、 生产、 销售模式， 壮
大生产规模， 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强化产业项目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用足用活金融帮扶政策， 大力推进户贷户用小额贷款， 支持
产业持续发展。

如今， 太康县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 以 “五星” 支部创建为抓手， 建立 “双
绑” 机制， 让村集体和群众发展有保障、 致富有门路， 扎实有效推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筑牢基层社会
治理根基， 夯实基层治理体系，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楫前行。

“五养模式”叫响全国

乡村振兴道路上奋楫前行

人民群众享受更多发展成果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最直接的受益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 太康县高质量发展步伐日益加快， 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事， 解决了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大批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建成并
投入使用， 群众享受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10 年来， 太康县以城市道路 “通起来、 环起来” 为目标， 从最初的两横两纵
发展到如今的九横九纵 18 条主要道路。 先后完成交通路、 建设路、 银城路、 迎宾
路、 阳夏路等 30 余条主次干道路的升级改造， 新建高速连接线、 银城北路延伸、
阳夏路北段等道路项目， 确定了城市道路交通发展大框架。 相继开展廉租住房、 经
济适用房、 棚户区改造、 公共租赁住房等多个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 建设保障性住
房 6746 套， 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21785 户， 确保农村贫困
户住房安全。

10 年来， 太康县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 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社会保障覆盖
范围进一步扩大， 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待遇稳步提高。 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
从 1384.7元增长到 2615.6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从 2012 年的 60 元增
长至目前的 113 元。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推进。 2017 年， 太康县新型农村养老保
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2014 年 10 月起， 机关事业
单位实行养老保险制度。 2019 年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社保业务经办程
序更加规范， 参保安全性更高， 群众异地办事更加便利。 建立社会救助监测预警机
制， 将符合条件人员及时纳入保障范围。 截至 2021 年底， 全县农村低保保障 35572
户、 50822 人， 月人均发放 188 元， 累计保障 60.75 万人次， 累计发放资金 11166.7
万元 。 享受城市低保 565 户 、 837 人 ， 人均月补差标准 295 元 ， 全年发放资金
324.4 万元。

10 年来， 卫生事业发展取得明显进展。 截至 2021 年末， 全县医疗卫生机构
1548 个， 其中， 县级公立医院 8 个、 乡镇卫生院 24 个、 民营医院 23 个、 村卫生
室 1417 个、 诊所 74 个、 县疾控中心和县卫生监督所各 1 个， 每千人拥有床位 7.35
张， 卫生技术人员 7628 人， 平均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6.64 人。

10 年来， 教育事业发展驶入 “快车道”。 全县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由 2013 年的
8.3 亿元增至 2021 年的 14.4 亿元， 增幅达 73%。 尤其是今年以来， 投入财政资金
5.4 亿元， 开工建设灵运学校等 8 所中小学幼儿园新改建工程及 313 所学校硬件设
施改造工程， 规划实施总投资 9.6 亿元的太康二高搬迁工程等教育项目。 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入学率和巩固率均达 100%。 2019 年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验收， 正在
从教育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

经过 10 年的发展， 城市的承载能力逐步增强， 义务教育发展更加均衡， 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步伐加快， 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连涨……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 幸福感持续增强， 人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

十年奋斗路， 砥砺新征程。 下一步， 太康县将按照 “城区人口 50 万、 财政收
入 50 亿、 经济总量 500 亿” 的发展目标， 加快编制全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
2035）， 描绘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蓝图。 扭住发展第一要务，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奋斗有我的责任感、 建功立业的使命感， 加快实
施 “十大战略” 三年行动计划， 努力在区域竞争中塑造新优势、 展现新作为。

市委常委、、太康县委书记皇甫立新带队调研棚户区安置房项目建设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鸟瞰图

太康县老冢镇刘寨村的““渔光互补项目””

张集镇蔬菜基地村民劳作忙

大许寨镇罗古洞村食用菌种植基

地，，村民忙着削根、、分拣黑皮鸡枞菌

�� 老人有说有笑地在居村联养点的

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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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长张峰调研项目建设

太康县 4422 个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太康县““三个一批””项目开工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