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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羡慕城里人家的

天燃气，没想到俺也用上

了。我们只交了1270元，天

燃气就接到了家，用着干净

又安全，真是感谢党的好

政策。”1 月 12 日，在张八桥

镇张八桥新村，村民马然坐

在暖气片前正在给城里来

串门的亲戚唠嗑儿，提起现

在的生活现状马然幸福满

满地说。

如今，在张八桥村井然

有序的天燃气管道成了村里

的一景，马然虽然住在农村，

但二层小楼带院子的小别墅

收拾得干净温馨，家中各类

电器一应俱全。

“1270元还带天燃气灶，

真不贵，在县城天燃气开个口

还要3800元。”提起这事儿，该

村第一书记南旭辉深有体会。

据悉，一直以来，张八桥

镇高度重视民生基础建设，

坚持“气化乡镇”发展战略，

逐步实现了燃气从城市向农

村的延伸。施工前，该镇多

次与天伦公司联系沟通安装

天燃气的详细事宜，在与燃

气公司几次协调后，镇、村干

部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并做好入户摸底工作；施工中多次

进行现场查看，协调燃气管道安装位置，最终确定了施工

路线；施工后协同安装人员逐户进行安全调试，全程跟踪

服务，做好企业和群众的贴心服务工作。

“原来冬天在屋里生个煤炉，今年一通天燃气，家家

都连上了暖气片，再也不怕冷了。燃气比烧煤炉干净，

也不用再清理煤渣，真是太方便了。”该村党支部副书记

何英英补充说。

截至1月12日，该镇18个村首批有4378户申请安装

天燃气，其中张八桥、山张等8个村1600余户群众通上了

上天燃气，通气率达到37%。其余各户正在陆续安装调

试中，预计今年5月1日前第一批申请安装的农户都能接

通天燃气。 （杨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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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纪大了，对农村

发展的思路比不上年轻人，

我会把‘接力棒’很好地传下

去，积极辅助、支持新支书的

工作。”1月9日，刚离任的闹

店镇贾寨村原党支部书记

段本超在退休仪式上说。

换届选举准备工作尚

未正式启动，58岁的段本超

就积极推荐今年34岁、具有

9年多工作经验的刘旭阳为

“一肩挑”人选，并悉心传授

多年任职的工作经验。

目前，我县村“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正如火如荼

地开展，在闹店镇，像段本

超这样主动退位让贤的老

干部有30多位。该镇拓宽

选人用人视野，大力改善

年龄、知识、能力结构，注重

把年龄轻、学历高、热爱基

层工作的优秀人员选进村

“两委”班子，实现年龄、学

历“一降一升”。（王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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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咱加把劲，争取上午把这条路打扫干

净，垃圾清运完。”1 月 10 日，在城关镇东街社区东

街新村道路上，该社区红马甲志愿者正在清扫路面

的白色垃圾。与此同时，在玉带河、净肠河城区段

和县城北环路生态廊道附近，挖掘机、清运车也正

在加紧作业，分别对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进行清

理，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这是该镇开展

“三清”整治工作的一个画面。

春节临近，为让城区人民度过一个洁净、舒心

的新春佳节，城关镇坚持高位推动，强力实施“三

清”工作集中整治行动，以零容忍的态度向“脏乱

差”开刀，决心建设高颜值城关。为此，在清路中，

该镇以各社区背街小巷为主线，辐射各个居民小

区，着力解决影响道路通畅的问题，重点整治乱搭

乱挂、乱堆乱建、乱丢乱放等现象，目前共清理背

街小巷 41 条，均打造成了“干净卫生、畅通有序”街

道；在清河中，该镇以净肠河、玉带河城区段为载

体，以河长制工作为抓手，加强巡河力度，巡河率

周通报，对巡河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

一一进行落实，并重点对河岸的建筑装修垃圾、阻

碍河面通道的枯倒树木等问题进行清理。目前，共

清理生活垃圾 30 车次，覆盖清理建筑垃圾 300 余

方，枯倒树木 3 棵；在清田中，该镇以县城北环路生

态廊道为中心，对田间地头的垃圾、农作物秸秆进

行清理，使“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城市廊道形象

展现在广大群众面前。 （王真真 王明戈）

城关镇：

“高颜值”城区迎接居民“过大年”

周庄镇在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坚持以贫

困户为单元，以贫困村为主战场，在产业扶贫

上下足“绣花”功夫。该镇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为贫困户量身打造产业扶贫项目，变“输血”为

“造血”，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呈现出

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的良好局

面。图为该镇中和寨村食用菌种植基地。

巫鹏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积极发展绿色有机农产

品，打造更多“豫农名片”，持续走好从

“国人粮仓”到“国人厨房”再到“世人餐

桌”的提质增效之路。

切实强化科技支撑。制定了《河

南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2021－2035）》《河

南省“十四五”现代种业发展规划》，持续推进“科技兴

粮”“人才兴粮”战略，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加快建

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等项目，推动建设国家

级小麦种质资源库，加快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粮食

科技创新体系，开展农业全产业链科技攻关，强化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记者：河南作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的省份之一，

“十四五”期间，将如何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

企业创新？

王国生：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河南拥

有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的40个，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

重超过 85％，是很多产业循环的发起点、支撑点、结合

点；同时，层次不高、结构不优的问题突出，环境容量

逼近上限，高能级产业集群偏少。

我们要谋划实施一批具有突破性、带动性、抓手

性的战略行动，力争到“十四五”末，培育十个万亿级

产业、十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努力在科技创新上

走在中西部前列。

把优化产业链和提升创新链协同起来。大力实施

科教资源引聚突破行动，着力夯实创新根基，以创新

驱动赢得发展主动。做强创新“引擎”，抢抓国家科技

创新重大平台布局建设的机遇，实施好创新能力建设

重大工程；做大创新“主体”，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创新

组织者作用，组建体系化、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做优

创新“生态”，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

体化配置，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

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结合起来。以全面推

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实施数字产业

集聚发展工程，打造千亿级鲲鹏计算产业集群，拓展

“数字＋”“智能＋”应用领域，争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数字经济新高地。

把持续锻长板和加快补短板统筹起来。在装备制

造、食品制造两个产业加快跃向万亿级，一批千亿级

制造业集群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实施好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工程，着力打造

十个战略新兴产业链、壮大六个战略支柱产业链，保

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把做强制造业和壮大服务业融合起来。加快提升

现代金融、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

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同时积极发展高

品质、多样化的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

强省。

记者：河南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上有哪些优势，要

采取哪些举措？

王国生：当前，河南的区位交通优势正加速转化

为枢纽链接优势、人口资源优势正加

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市场空间优

势正加速转化为内需体系优势、产业

基础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有效供给优

势、农业农村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乡村

振兴优势、人文历史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融合优

势。这些正在加速转化的优势都是河南融入“双循

环”的重要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场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

层次变革，河南要主动融入，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

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下一步，我

们将在以下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注重搞活流通优环

境。把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战略任务，实施综

合交通枢纽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行动，实施营商环境

优化行动，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完善社会信用体

系。二是注重挖掘潜力扩内需。扭住扩大内需这个

战略基点，适应需求迭代升级和供给结构优化趋向，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三是注重项目带动抓投

资。实施基础能力和民生补短板行动，加大优结构、

惠民生、增后劲投资力度，锚定“两新一重”扩大有效

投资。四是注重扩大开放提水平。实施高能级开放

平台提质行动，提升“四路协同”“五区联动”水平，深

化航空电子货运试点，健全功能性口岸体系，高质量

开展招商引资。五是注重龙头牵引优布局。坚持主

副引领、两圈带动、三区协同、多点支撑，持续优化中

原城市群空间布局，加快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三

中心一枢纽一门户”和洛阳副中心城市“两中心一基

地一枢纽”功能。 来源《经济日报》

精耕细作优势领域 主动融入发展大局
——访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