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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夯基础 稳中求进有作为
□记者 牛思光 张洪涛

（上接 4 版）

������重点民生实事和中心城区十件民
生实事兑现落实。 财政民生支出 412.9
亿元 ，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增 5.9 万人 ，

城镇就业新增 8 万人。 2248 个 “全面
改薄 ” 项目及中心城区 “八校两园 ”
建设基本完成。 恒大集团投资 4.5 亿
元援建的家印高中、 家印中学建成投

用。 郸城、 扶沟、 商水通过国家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县评估验收。 省十三届
运动会场馆建设等各项筹备工作有序

推进。 开工建设各类安置房 24650 套，

改造农村危房 9000 户。 一次性购置新
能源公交车 200 台。 中心城区成功创
建省级卫生城市。

������一年来，围绕兑现“大干快上三五
载，请君再看周口城 ”的承诺 ，全市上
下积极投身 “四大攻坚 ”“五城联创 ”

“两违”治理、棚户区改造等重点工作，
推进力度、工作成效前所未有。 短短几
个月，中心城区就拆除“两违”建筑 146

万平方米， 棚改征迁 533 万平方米，开
工建设安置房 23101 套。广大干部群众
谋发展的心情十分迫切， 抓发展的干

劲非常高涨，“周口的发展无过客 、周
口的建设无坐客、周口的事业无看客”
的共识深入人心。

������按照省委 、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 ，
基于周口文化厚重 、 水运发达的优
势， 经过反复思考、 多方论证， 我们
确立了周口的城市发展定位， 就是以

水润城、 以绿荫城、 以文化城、 以业
兴城、 以港促城， 打造 “满城文化半
城水 ， 内联外通达江海 ” 的中原港
城 。 根据这一定位 ， 以规划为引领 ，

完善 《周口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
2030）》， 编制引黄调蓄工程周边城市
设计、 沙颍河景观设计和沙颍河两岸
城市设计等 6 项城市设计， 完成市政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等 26 项专项
规划和高铁片区等 5 个片区控规， 城
市发展有了明确定位和遵循。

������周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放
大延伸比较优势，找到一个“牵一发动
全身”的产业来带动全面转型。 我们的
优势在水、在港 、在运输 ，临港经济成

为不二选择。 经过深入论证研究，我们
提出了建港口 、兴物流，聚产业、强服
务，优生态、造港城，着力打造以“公铁
水”多式联运为基础，内河水运、临港产

业、生态城市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临港
经济新模式。成功举办 2017临港经济发
展论坛，赴上海、湖州对接学习，研究制
定了周口临港经济发展指导意见， 规划

建设钢铁等五大产业园区， 全面启动国
家级多式联运枢纽试点城市创建工作，
加快安钢产能置换、 临港粮食产业园等
项目落地实施，临港经济成效初显。

������紧盯省市重点项目， 着力抓招商、
扩投资， 抢进度、 出形象， 省重点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 210 亿元， 实际完成
投资 241.7 亿元， 市重点项目年度计

划投资 784.8 亿元 ， 实际完成投资
860.1 亿元 ， 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在重庆、 上海、 温州等地举办招
商活动， 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81 个，

总投资 812.1 亿元 ； 新开工项目 29
个 ， 总投资 270.7 亿元 ， 到位资金
60.1 亿元。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开工项
目 71 个， 完成投资 62.5 亿元 。 沙颍

河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完工并向市民

开放， 中心城区 7 条水系治理项目全
面开工。 八一大道贯通商水等一批路
网加快推进。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预计二三产业
占 GDP 的比重达 81.7％，同比提升 1.9
个百分点， 服务业的贡献率达 42.1%。
脱贫攻坚扎实推进，14.33 万农村贫困

人口摆脱了贫困， 沈丘县有望脱贫摘
帽。 各项环保措施全面落实，空气优良
天数 221 天，超出省定目标 11 天，8 个
河流目标考核断面达标率 93.6%，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深
化改革步伐加快， 省属企业剥离办社
会职能和驻周央企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分离工作全面完成；清理各类证明

2004 项，取消 958 项；新登记市场主体
68589 户，周口豫资投资公司和周口城
建投资公司成立运营；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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