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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加速奔跑 开局之年再上台阶

全力建设“三区两强一基地”
迈出展示现代化县域图景坚实步伐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奋力实现经济发展
质量更高、效益更好、速度更快
在全省县域经济“成高原”中挑大梁、起高峰

2022 年 2023年

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全面落实上级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和接续措施，累计留抵退税
6.9亿元，降缓返补社保费3843.8
万元。市场主体新增4.3万户，增
量居郑州市六县（市）第一。推进
“万人助万企”和“三个一批”，219
个省、郑州市和本级三级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 253.8 亿元。 2022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735.8
亿元，同比增长 2％；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长6.8%，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23.4%，均居六县（市）前列。

“十大战略”成效明显

发展动能换挡提速。搭建省
级以上研发平台 8家，技术合同
成交额完成 10亿元。高新技术
企业达146家，科技型企业达343
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
率达到 63.5%。位居中国科技创
新百佳典范县（市）第13位。

产业格局持续优化。新增
“专精特新”企业 87家，总投资
88.2亿元的 200个耐材技改项目
开工123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
业比重达27.1%，制造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1.9%，入围
全国制造业百强县（市）。

城市品牌更加响亮。“一号工
程”古城保护和有机更新项目盛
大开工。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荣
获河南省文旅文创先进集体、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称号。神仙洞
村被认定为河南省首批乡村康养
旅游示范村，沙古堆村等 4个村
成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苏
砦村被命名为河南省文化产业特
色村，灵龟山田园综合体获评河
南省休闲观光园区。全年共接待
游客10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35.5亿元。

城乡承载功能显著增强。“八
纵八横”交通网络日益完善。雪
花山森林运动公园二期项目完
工。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启动，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达 98.2%。获评中国县级市品牌
百强第61位。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完
成扶贫项目 98个，拨付资金 1.5
亿元。实施五大类乡村振兴项目
92个 2.8亿元，招募乡村振兴合
伙人公司11家，全市行政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全部超10万元，超百
万元强村富村达到6个。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空气质
量年度综合指数居郑州市六县
（市）第2位。其中，NO2年浓度和
重污染控制天数位居“双第 1”，
优良天数位居第2位。创建森林
特色小镇6个、森林乡村及其示范
村 71个，森林覆盖率达 43.96%。
实施全域水系生态综合治理，3条
河道、32座水库和 138处农村供
水工程全部重建完成，溱水河综
合治理核心区“溱水之风”建成开
放。大磨岭煤矿矿排水资源化利
用一期项目如期完工。

发展活力更加强劲。签约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 28个 351.1亿
元，落地项目21个286.9亿元，实
现省外到位资金 93亿元。大力
发展回归经济，累计实现返乡创
业兴业人才 320人以上，开工项
目65个101亿元。

内生动力全面激发。推进
“放管服效”改革，梳理2113个服
务事项，行政许可类事项承诺办
结时限比法定时间压缩 91.7%。
建设“郑好办”新密分厅，371个
事项实现“掌上办”“一次不用
跑”。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00项政务服务事项“免证办”、
500项“三个工作日内”办结。

为民情怀更加厚重

全力做好灾后恢复重建，341
个恢复重建项目完成投资20.7亿
元，17个集中安置点交付使用，
实现了三年重建任务一年大头落
地。实现 9项民生支出 43.1亿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4%，三级民生实事全部办理
完成。实现“六个绝对不发生”和
驻京“三零”工作目标，全年新密
市平均万人访量在郑州市 16个
县（市）区中最低。

政府效能明显提高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委
员提案办结率、满意率均为
100%。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健全“三重一
大”决策机制。落实政府“过紧日
子”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三公”经费下降34.9%。

在项目谋划建设上实现突破

更新谋划思维。紧盯国家、河南省、郑
州市投资导向，形成覆盖全面、结构合理、
质量优良的项目储备库。重点推动总投资
182.9亿元的106个项目中长期贷款投放。

发起项目攻势。围绕总投资 1188.4
亿元的 239个三级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项
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产，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 352.8亿元。谋划本级重点项目 165
个，总投资419.3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30.8亿元。今后5年，重点项目数每年保
持10%递增，投资总额保持20%递增，确保
在郑州市县（市）区中始终位于第一梯队。

革新推进机制。扎实推进“万人助万
企”活动，常态化开展“四项对接”，落实
“重大项目县处级领导分包”“助企工作
日”等机制，保持问题解决率 98%以上。
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承诺制”联动改
革，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在重点产业培育上实现突破

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实施技术化、智
能化、绿色化改造项目 50个，打造 1条现
代化产业链。2023年工业投资增速达到
12%，技改投资增速达到 30%以上，引进
10亿元以上重大制造业项目 2个。新增
十亿级企业 1~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5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1家。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前沿技术
研发推广，支持“专精特新”梯次发展。全
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2%，
新增规上企业30家。

持续振兴文旅产业。全力推进古城
保护和有机更新，力争十一前完成核心区
东街百肆集等7个街坊建设。形成伏羲山
文旅 IP。力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 1200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 42亿元，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

在现代化县级城市上实现突破

构建城镇空间新体系。城镇化率提
高到67.5%左右。推进古城保护和有机更
新1.5平方公里核心区建设。全面铺开农
业路南延、政通路南延等相关路网建设。
完成袁庄乡撤乡设镇。

打造乡村建设新标杆。实施总资金
1.7亿元的乡村振兴衔接项目117个；每个
乡镇、街道再培育一批年收入超百万元的
强村富村；支持刘寨镇等创建国家级、省
级农业产业强镇。

扮靓城乡人居新颜值。启动全市范
围所有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
程；完善提升全市1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和35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

在生态价值转化上实现突破

落实最严环境保护要求。加
快大隗镇、苟堂镇和静脉
产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建

设，开展“清四乱”专项行动，启动“幸福河
湖”创建。力争 2023年底实现生活垃圾
“零填埋”。

推进全域生态建设进程。实施“千百
十”工程，努力创成郑州首个中国天然氧
吧。实施十项重点水利工程。推进超化
镇等4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试
点项目。

打通双碳价值转化通道。编制碳达
峰行动方案，落实能源消耗“双控”，确保
完成郑州市下达目标任务。创成绿色工
厂2家。

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实现突破

强化创新引领地位。建设省级及以
上研发平台 5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5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60家，完成技
术合同成交额 13亿元。培育新一代信息
技术融合试点示范 2
个、省级以上服
务型制造试点示
范 2 个、省级智
能工厂（车间）2
家、“两化融合”
对标贯标企业30
家，“上云”企业
达2500家。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5%。

激发重点改革活力。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推进惠企政策“一口办理”“免
申即享”，确保一揽子稳经济促增长政策
措施落实见效。建立企业家队伍激励机
制。完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三化三制”
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开展“双线”招
商 50次以上，力争实现签约超 350亿元。
培育省、郑州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30家，
新增挂牌企业 30家左右。新增市场主体
2万户以上。争取 300名密商密才回乡兴
业，力争落地企业 60家，总投资 100亿元
以上。

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实现突破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各项措施落实，
加快总投资49.3亿元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提升等 22个社会基础项目进度。创建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市）。推进 11
个教育项目建设，确保4所学校建成投用。

适应群众社会保障需求。开展农村
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 4200人以上。城镇
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以内。提高最低
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深化“一村
（格）一警一民调一连”机制。创建省级双
拥模范城市。积极做好问题楼盘、“保交
楼”等攻坚化解。全面提升国家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试点县（市）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