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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商丘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文/本报记者 李道军 图/本报记者 傅 青

“没想到蔡河还能大变样，河道脏乱差现象得到明显
改善。”日前，家住蔡河河畔刘庄新村的李光荣告诉记
者，现在他和家人早晚经常在蔡河边散步，这在以往是根
本不敢想象的。近年来，我市持续开展城区内河水系综合
治理，特别是2015年以来，内河治理工作被列入市政府

“十件实事”之一，治理力度空前，成效明显——城市建
设带来的明显变化，让老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

“十二五”时期，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持续求进、好中求快的总基
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扩开放、控风险、惠
民生，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胜利完成“十二
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改革
开放向纵深迈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谱写了新的篇章。

特别是2015年，面对极为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繁
重的任务，我市以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市为统揽，顽强
拼搏，务实奋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持续了商丘发展的好势头，圆满完成了全年目
标任务，实现了“十二五”圆满收官，为“十三五”顺利
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年7月份，省委书记郭庚茂在商
丘调研时指出，商丘目前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态势，
要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不断扩大
成效，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经济社会大局经济社会大局：：科学发展谱新篇科学发展谱新篇

2010年年底，市委三届十次全会通过《中共商丘
市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为主线，以富民强市为中心任务，按照建设中原经
济区、加快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的总体战略部署，坚持
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的实践要
领，坚持发展不动摇，扭住发展不放松，着力扩大内
需，着力调整结构，着力改革开放，着力改善民生，实
现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五年来，全市上下以“十二五”规划为指引，抢抓
产业转移机遇，把握“持续求进、好中求快”的总
基调，坚持以四项重点带全局，以“三区”建设
求突破，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综合实力显著提
升，为决战决胜“十三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预计“十二五”末，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1842 亿
元，五年新增 696 亿元，年均增长 10.2%，高于全
省、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总收入实现翻番，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10.8 亿元，增长
1.6 倍，年均增长 20.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
过 6500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3倍，年均增长
16.3%；粮食总产量连年增加，稳定在 120亿斤以上，
实现“十二连增”。

“十二五”时期，商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是商丘发展科
学性明显增强、后劲势能积蓄壮大的五年，是人民群众
得到更多实惠、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的五年，是商丘形象
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五年。经过五年的努
力，全市上下精神振奋、团结一致，党的领导不断加
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显著好转，汇聚形成了干事创
业、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展现出光明前景。

“最近这五年，我感受最大的事情就是买了房子。”
市民张静说，“多亏了保障性住房项目，帮我圆了这个
梦。在下一个五年，我要努力奋斗，让自己的生活更加
幸福、更加美好。”

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砥砺前行风正劲砥砺前行风正劲
“十二五”期间，我市先后出台了《商丘市工业经

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信息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于推进信息化和促进信息消费实施方案》等系列政
策措施，加大融资支持、加强要素保障、帮助开拓市
场、推进自主创新、深化企业服务，多方面、多层次、
立体式加快推动我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截至目前，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991家，企业个数和经济总量较

“十一五”末均有大幅提升。
结构优化，多元支撑逐步形成。“十二五”期间，

我市把工业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主阵地，稳步提升二
三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明显加
快，六大高成长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
新的产业支撑逐步形成。把培育百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
作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重点打造“三城五
基地”，即食品工业城、纺织服装制鞋城、装备制造产

业城、新材料产业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五金工量
具产业基地、农资化工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新型工业体系。

承接转移，集聚带动持续提升。2012年，我市被
省委、省政府确定为中原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市以
来，将开放招商作为“一举应多变、一招求多效”的关
键举措，搭建承接平台，强化工作措施，优化发展环
境，一大批产业转移项目先后落户，为我市发展奠定了
产业基础。“十二五”期间，我市以各产业集聚区为依
托，重点建设了夏邑纺织服装、虞城五金工量具、梁园
区医药健康、睢阳区针织服装、柘城超硬材料、睢县制
鞋、宁陵农资化工、民权制冷、示范区装备制造等多个
专业园区。

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异军突起。“十二五”时期，
我市以培育提升科技创新主体、发展各类技术创新平台
和载体、加快建设自主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

重点，强化科技创新，带动了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平
稳较快增长。 2014 年以来，市财政每年用于研发项
目、科技奖励的资金突破 1000万元，目前我市高新技
术企业已达到 38 家，建成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2
家，建成院士工作站2个，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 3个、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1个，被省政府
认定省级高新区2个。

“两化”融合，工业经济高效发展。“十二五”期
间，我市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效果明显，企业信息
化研发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和服务等一体化集成应
用水平显著提升，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得到提高。柘
城县产业集聚区被评为“河南省两化融合示范区”，诚
实人、张弓酒业等企业建立了企业的信息管理、生产管
理、综合调度和安全生产、产品追溯等系统，科迪食品
集团建立的奶牛生产管理控制一体化系统等，在行业内
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沃野千里地生金沃野千里地生金
“十二五”期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加快发
展农业农村经济一系列方针政策，按照稳粮增收、提质
增效、创新驱动的要求，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为主题，
以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
为动力，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加强农业
基础地位，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十二五”期间，我市农业农村经济在新常态下实
现了健康、快速发展。预计 2015年农业总产值 650亿
元，比2010年的450亿元增加200亿元；第一产业增加
值 400亿元，比 2010年的 254亿元增加 146亿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8800元，比2010年的4674元增加4126元。

“豫东粮仓”实现“十二连丰”。截至目前，我市粮
食生产已经实现连续十二年丰，其中十年粮食产量稳定
在百亿斤以上，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
年至 2014年，我市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市”。“十二五”期间，我市大力推广优质粮食种植，
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通过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田建
设，目前全市已建成农作物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田 83
个，初步建立了高度科学化、信息化，功能齐全，反应
快速的农作物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体系。

农业产业化集群效应显现。2015年我市初具规模
的农业产业化集群25个，被省政府认定的集群8个；有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4919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 252 家，带动农户 500 多万户，带动基地
1422.4万亩，有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 675个，全市已形
成了面及面制品加工、畜牧养殖肉奶加工、果蔬、林板
浆纸一体化、棉纺、花卉、饮品等七大主导产业。

农民增收达到“十二连快”。粮食生产“十二连
丰”的同时，我市农民增收也实现了“十二连快”，并
且增收幅度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十
二五”期间，是历史上农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时期，种粮
补贴、良种补贴、生产资料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
农民培训补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农村危房改造补
贴、家电下乡补贴等支农惠农投资逐年加大，农民得到
的各项财政补贴逐年增加。

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奔小康城乡统筹奔小康

我 市 胜 利 完 成
“十二五”规划确定
的 主 要 目 标 任 务 ，
经 济 平 稳 较 快 增
长，改革开放向纵
深迈进，人民生活
持续改善，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

盘点“十二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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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市以各产业集聚区为依托，重点建设了专业园
区，一大批产业转移项目先后落户。

“十二五”时期是历史上农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时期。我市实现粮食
生产“十二连丰”，农民增收实现了“十二连快”。

“十二五”时期，我市统筹发展中心城区、县
城、重点镇和新农村，坚持做大做强中心城区，推动
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城区，培育发展一批产业鲜明的
特色乡镇，全面推进新农村社区规划建设，引导城乡
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实现互联互通、联建共享，城镇
综合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市先后获得“国家园林
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成功创
建国家级、省市级重点镇 36 个，特色乡镇和村庄 20
个，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预计 2015年全市城镇化
率达到47%，中心城区人口达到125万人。

不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优势更加凸显，商
周高速公路二期、国道 310和 105改造、郑徐铁路客运
专线商丘段等项目建成，商登高速公路通车，郑民高
速二期、沱浍河航运一期等工程正在建设，预计“十

二五”末，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20392公里。能源保障
水平提升，神火集团 1×60万千瓦发电机组、永煤集团
顺和煤矿、天然气“西气东输”豫东支线工程等一批
重大能源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勘探发现230亿吨特大型
煤田“通柘煤田”，建成 1座 500千伏输变电站及一批
220、110千伏变电站，对骨干电网、农村电网进行了
改造升级。水利支撑能力增强，实施了三义寨引黄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黄河故道梯级水库除险加
固、日月湖引黄调蓄工程、中小河流治理等项目，有
效改善灌溉面积770万亩。

持续开展了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目的，以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以治理农村“脏乱差”和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为重点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按照

“三无一规范一干净”（村庄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

流、无杂物挡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道路
两侧环境干净）的标准，对村庄里、集镇上、道路旁
堆积的垃圾进行拉网式清理。在此基础上，对有条件
的村庄进行重点提升，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档次，使

“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2015
年，我市被评为“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市”，有
3个村庄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39个村镇被纳入
全省美丽乡村试点。

美丽乡村我的家，村庄不比县城差。漫步在夏邑
县王集乡集西村宽阔的主街“集美大道”上，两侧的
白色墙体上正在刷写着红色标语，路旁整齐的绿色垃
圾箱，统一规范的广告牌匾，四季长青的大叶女贞，
大型综合便民超市，5000平方米的文化娱乐广场——
使人恍若置身城市街头，流连忘返。

“十二五”时期，我市培育发展一批产业鲜明的特色乡镇，全面
推进新农村社区规划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