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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8月 5日，石龙

区统计局传来消息，上半年，该区经济运

行持续好的趋势，经初步测算，上半年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23.8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0%，增速位居全市第一；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11.9%，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8%。

上半年，该区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克服疫情散发等多种

困难，紧扣“稳中求进、进中求转”的经济

发展目标，抓项目促投资，抓服务促保障，

抓创新促活力，抓调度促运行，扭转了一

季度经济颓势，工业生产逆势上升，固定

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市场改善复苏，

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该区坚持“项目为王”，扎实开展“万

人助万企”活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立

工作专班，从项目征地清障、地形测绘、土

地手续办理、施工建设到疫情防控、项目

招商“零距离”全程跟进、高效服务，加快

推进省级和市级重点项目、“三个一批”项

目、专项债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开工、早

投产、早达效。上半年，该区 20 个市级以

上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30.1 亿元，占年度计

划的 80%。前四期纳入省“三个一批”活

动的 28 个项目已签约 8 个、开工 11 个、投

产 9 个。第五期“三个一批”开工项目 6

个，总投资 9.02 亿元，投产项目 5 个，总投

资 6.17亿元。

同时，该区进一步完善首席服务员、

观摩点评、考核奖惩等机制，继续实行每

周召开重点项目推进会制度，进一步强化

领导分包和台账管理制度，继续实行“一

个项目、一名县级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

底”工作机制，认真落实“一窗受理、一网

通办”便民化服务改革，全力推动“马上

办、网上办、一次办”扩面提标，强化服务

质效，为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宽松

的环境。

此外，该区完善细化“四张图谱”，着

力落实“四个拜访”，围绕尼龙原材料，瞄

准现代煤化工、新型建材、碳基新材料等

上下游关联项目和产业关联度高的优势

企业集中地区实施精准招商，在延链补

链强链上下功夫，提升发展质量。上半

年 ，该 区 签 约 项 目 6 个 ，总 投 资 10.11 亿

元 ，在 谈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17 个 ，总 投 资

101.78 亿元。

“我们将锚定省委‘两个确保’和我市

‘壮大新动能、奋进百强市’以及石龙区

‘三化’‘三区’建设目标，进一步加快动能

转化，加快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昼夜兼程、比学

赶超，实现高质量与高速度协调促进，为

全市经济发展贡献石龙力量。”石龙区委

书记甘栓柱说。

上半年GDP增速全市第一

石龙区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本报讯 （记 者 张 亚 丹）8 月 7

日，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河

南跃薪新能源智能制造产业园项

目在加紧推进。该园区为河南跃

薪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和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项

目，占地 143.5 亩（1 亩≈666.67 平方

米），计划投资 5 亿元左右，建成后

可年产纯电动智能矿卡 3000台、纯

电动挖掘机 500 台、纯电动钻孔机

500台。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冲击和经

济下行叠加影响，示范区立足区域

优势，聚焦项目建设，抓稳抓实“六

稳”“六保”，深入开展“万人助万

企”活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该区把项目作为第一支撑，截

至 6 月底，共谋划包装入库智慧科

技产业园、新能源智能矿山装备制

造产业园、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

数字经济产业园、创业孵化中心、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 6个专项债

项目，总投资 26.3亿元，拟申请专项

债 15.5亿元。

同时，该区以中标易云“一网

双中心，一中枢 N 应用，3+2 体系”

智慧城市、纳芯微电子、良图科技

秀林园科普教育综合基地、微医集

团数字健共体等项目为依托，延伸

数字经济产业链条，谋划数字经济

产业项目；利用现有产业园的载体

作用，在引进“小而精”“小而特”项

目上下功夫，目前已引进纳芯微电

子、重庆敬东医药、麦稻助农等企

业；加大“区中园”建设力度，已对

接瓷金科技、中科纳米、中航宏图

等综合实力强、发展后劲足的企业

投资兴业；加快打造俊海西湖明

珠、新城国贸等商业综合体，繁荣

商贸服务业，补齐商业发展短板。

在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的前提下，该区千方百计优环境、

集中精力抢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

时间节点，明确项目建设的路线

图、时间表和任务书，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用好“万人助万企”机制，

实行“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名包

联领导、一抓到底”机制，推动签约

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开工、开

工项目快建设、在建项目快投产、投产项目快达效，形成远近

结合、梯次接续的项目建设态势。二季度，该区签约京东慧采

全国电商服务平台项目，开工跃薪新能源智能制造产业园项

目，投产纳芯微电子高端材料产业化项目。

此外，该区建立领导分包、专班推进和首席服务员重大项

目推进机制，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征地拆迁、土地保障、资金

筹措、能源供给等难题，全力为项目建设扫清障碍。

目前，该区 49条道路实现通车里程约 97公里，完成排水

管道总长度 240.7 公里；常态化推进银企对接，组织 5 家银行

对辖区 8家企业授信签约 65亿元、投放贷款 2900万元；优化

投资审批流程，大幅压缩立项、环评等事项审批时限超 50%，

开通项目审批绿色直通车，重大项目实现“3 个 1（1日报送、1

日评审、1日批复）”。

今年，该区计划新建、续建重点项目 21个，总投资 216.6亿

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55.7 亿元，上半年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37亿元，占年度投资目标的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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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鲁山县作为

旅游大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不仅

是争取一个金字招牌，而且是加快全县旅

游产业发展、推动鲁山经济转型提质的重

要载体。目前，创建工作已经到关键时

期，全县上下要坚定创则必成的信心和决

心，确保今年创建成功。”8月 5日，鲁山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焦慧娟说。

今年以来，鲁山县全力推进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工作，聚焦“旅游治理规范化、

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参与全面化、旅游效

益扩大化”创建目标，凝心聚力，协同推进。

该县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为政委和指挥长的创建工作指挥部，

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并将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写入 2022 年县

政府工作报告，定期研究谋划创建工作，

强化督促检查；成立鲁山县文化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做好重大旅游项目的谋划，

加大对全域旅游的投资。

该县聘请专业机构，高标准编制了

《鲁山县全域旅游总体规划》，研究制定了

《鲁山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方

案》《鲁山县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鲁山县全域旅游奖励办法》《加快推进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意见》等，明确创

建任务、工作举措，强化奖惩、压实责任，

推动创建工作扎实开展。

在创建过程中，该县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瞄准建设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目

标，着力谋划推进一批重大文旅项目。鹁鸽

吴特色旅游综合民宿项目位于梁洼镇鹁鸽

吴村，总投资3亿元，建设民宿、全国赛车基

地、房车营地、产学研基地等特色旅游综合

体，已完成河道治理、周边绿化和桥梁、停车

场等配套基础设施；河南尧山文化旅游综合

体项目位于尧山镇，总投资 10亿元，主要建

设游客服务中心、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停

车场等，已开始施工建设；上坪村民宿集群

项目位于尧山镇上坪村，总投资 1.1亿元，目

前一期工程已完工。此外，尧山温泉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综合提升项目（一期）、尧山风景

名胜区停车场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也在积极

推进中。

“文广旅局作为创建牵头单位，将进一

步压实创建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形成创建工

作合力，对标对表，倒排工期，坚决完成创建

任务。”鲁山县文广旅局局长许辉表示。

扎实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鲁山县文旅项目遍地开花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与专业科研院

校联姻对接，将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持久

动力。”8月 4日，舞钢市云龙纺织公司总经

理王培军谈及舞钢市组织纺织产业主动

“拥抱”专业院校时说。

日前，舞钢市与河南工程学院、河南质

量工程职业学院在郑州举行三方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借助河南工程学院纺织专

业全产业链优势，舞钢市支持河南工程学

院在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开设与舞钢市

产业契合度高、关联性强的纺织专业，三方

共建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发挥河南工程

学院在纺织新产品开发、纺织大数据关键

技术等领域的强大优势，以省级工程实验

室为依托，将学院的人才、科研优势与舞钢

市的产业、资源优势深度融合，推动科研成

果转化，助力舞钢市纺织产业创新发展。

近年来，舞钢市围绕“一黑、一白、一

绿”三大主导产业谋划实施了总投资 132

亿元的特钢及特种装备制造、总投资 65亿

元的精纺及纺织服装、总投资 154 亿元的

文旅康养及现代农业“三大产业集群”。为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做优主

导产业，今年以来，舞钢市抢抓发展机遇，

积极延链补链强链，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

加强合作，建立紧密的政产学研战略合作

关系，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年初，该市依托河钢集团舞钢公司现

有的河南省宽厚钢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

建了河南省特钢研究院，在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研究上加强与国内外知名科研

院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合作，针对重大技术

瓶颈问题开展攻关，持续做大做强特钢及

特种装备制造产业。今年6月，该市与河南

农业大学合作，成立河南农业大学乡村振

兴研究院舞钢分院，深入开展人才培养、项目申报、农业科技创新，

让河南农业大学的科研成果在舞钢落地转化；同时，该市与郑州大

学第五附属医院合作，在舞钢市中医院成立郑大五附院舞钢分院。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和破题开局的“金钥匙”。在

筹划建设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舞钢小校区的基础上，该市还建

成投用了西安交大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舞钢成果转化基地、在平顶

山市建成首家中原学者工作站，并力促泰田重工公司与郑州大学

加强合作，破解液压行业关键技术领域瓶颈。

“以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为核心，建立产业技术研究

院，积极发挥平台搭建、桥梁纽带、产业孵化作用，实现互惠互利、合

作共赢，必将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舞钢市委书记刘文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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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那儿的环境非常

好，还是电梯房，这下可称心

了，感谢政府……”市民江女

士抽到房号后开心地说。

8 月 5 日 ，湛 河 区 2022

年 第 一 批 公 租 房 抽 签 配 租

仪 式 在 该 区 住 建 局 举 行 。

此次共提供蓝欣家园、锦绣

花 园 等 5 个 公 租 房 小 区 的

84 套房，该区部分符合条件

的 住 房 困 难 家 庭 终 圆 安 居

梦。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安居梦终于圆了

本报讯 （记者朱江淼）8月 4

日，东湛河治理现场，大型机械忙

碌不停。

“东湛河治理主要是清淤、岸

坡平整和险段护坡。由于多年没

有清淤，淤泥量很大，超过 14万立

方米。”卫东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副局长王朝阳说。

东湛河属沙颍河水系北汝河

一级支流，发源于我市北部马棚

山，自西北向东南流淌，沿途流经

卫东区、高新区、叶县以及许昌市

襄城县，在叶县洪庄杨镇炼石店村

汇入北汝河，总长 27.5公里，控制

流域面积约236平方公里。

东湛河由于多年未治理，河

道长期淤积，河床不断缩小，两岸

存在洪涝隐患。为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问题，卫东区积极争取资金

和项目。

卫东区段本次治理起点位

于孟宝铁路桥，终点位于蒲城街

道蒲城村东，治理长度为 4.6 公

里。

东湛河综合治理工程工期 6

个月，计划 2023年 1月底完工，目

前已治理河道约 500米。工程完

工以后，河道的防洪能力将大幅

提升，能够解决上下游泄洪不畅、

耕地和村庄被淹等问题。

东湛河综合治理工程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7 日电 （记

者邹多为）海关总署7日发布数据，今

年前 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外贸

克服诸多不利影响，实现较快增长。

具体来看，前 7 个月累计，我国

出口 13.37 万亿元，增长 14.7%；进口

10.23 万亿元，增长 5.3%；贸易顺差

3.14万亿元，扩大 62.1%。

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克服

外部环境趋紧、疫情短期冲击等诸多

不利影响，前 7个月累计增速达到两

位数。

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地区外贸

持续快速恢复。前 7个月，长三角地

区三省一市进出口同比增长 11.7%，

比上半年增速加快 2.5 个百分点；7

月当月同比增长 25.7%，对全国外贸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前7个月，东

盟、欧盟、美国和韩国是我国前四大贸

易伙伴，分别进出口3.53万亿元、3.23

万亿元、2.93万亿元和 1.39万亿元，分

别增长13.2%、8.9%、11.8%和8.9%。

同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同比增

长 19.8%，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其他 14个成员国同比增

长 7.5%。

我国前 7个月外贸增速达到两位数

8 月 6 日，平顶山燃气公司施

工人员在临颍首站对供气设备进

行改造。

据该公司技术部部长毛胜利

介绍，此次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规

模的设备改造，压力强、流速快、涉

及面广。公司通过 24小时改造时

间节点与供气商密切配合，在保障

全市不停气的情况下，拆除更换撬

块出口处重达1吨的球阀和旁通管

道上的球阀，使设备本质安全达到

新的国家标准。本报记者 娄刚 摄

改造供气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