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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经济运行暨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解读

今年上半年的成绩来之不易

上半年， 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810 亿元，同
比增长 7.1%，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
效益持续提升。

财税收入稳步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1.8 亿元，同比增长 9.6%，增速居全省第 7 位；
税收 37.8 亿元 ， 同比增长 8.4%， 税收占比
73.1%，高于全省 2.7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5 位。

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 高于年度目标 0.5 个百分
点。 1 至 5 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430.4 亿元，同比增长 11.3%，居全省第 7 位。上
半年，中原油田主营业务收入 150.1 亿元，同比
增长 10.1%。 1 至 5 月份，19 家大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 276.2 亿元，同比增长 13.7%。 规模以上服
务业主营业务收入 49.2 亿元，同比增长 9.4%，
居全省第 6 位。 经济效益不断改善，上半年，中
原石油工程公司盈利 2.55 亿元 ， 同比增长
223%，实现历史性突破。 1 至 5 月份，全市盈利
企业 642 家，增加 37 家，盈利 16 亿元；亏损企
业减少 29 家。

综合指数持续向好。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
长 7.1%，居全省第 5 位；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居全省第 4 位。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
比增长 13.3%；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1.1%，
居全省第 3 位； 新增资本市场融资 60.5 亿元。
工业增值税完成 8.2 亿元，居全省第 9 位。

节能降耗成效显著。 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煤
炭消费总量 175.1 万吨，同比下降 12.4%，完成
年度控制目标的 60.8%。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同比下降 10%。

“三大”“三专”支撑有力。加快推进十
大工业重点工程，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加
工“三大”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现
代家居、羽绒及服饰加工、生物基材料“三
专”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3%。 新型化
工基地 41 个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完
成投资 48.1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46.9%。

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第三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7%， 占生产总值的 38.1%，
占比提高 3.9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税收占
全市税收总额的 58%。 杂技与体育跨界融
合取得新突破，濮阳极限运动基地建成投
用，首届中国极限运动大会筹备工作顺利
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新申报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13 家，52 家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通过公示。 惠成电子、蔚林新材料
承担的省级重大科技专项通过验收。与中
科院河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合作

组建濮阳分中心。

风险防范化解有力有效。 积极稳妥
化解政府隐性债务， 市本级退出债务风
险提示地区。 加大清收力度，有效化解农
商行、村镇银行风险。

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濮阳县脱贫摘
帽通过专项评估检查。 组织开展脱贫攻
坚项目建设 “百日会战 ”行动 ，实施 577
个扶贫项目 ，575 个开工建设 ，423 个竣
工投用。 新增扶贫贷款 1841 户 8928 万
元，累计户获贷率 66.3%。 农村危房改造
实现动态清零。 贫困患者医疗费用报销
比例达到 94.7%。

污染防治持续加力。 集中开展工业
企业、餐饮油烟等十大专项治理。 环境质
量不断好转。 3 月份以来，PM10、PM2.5
平均浓度均实现下降； 优良天数 82 天，
同比增加 13 天。 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
排名中，连续 4 个月退出后 20 位。 加强
水污染和土壤污染防治。 植树造林 11.5
万亩，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 市、县机构改革
基本完成。 10 家僵尸企业实现破产终结，驻濮
央企“四供一业”分离移交后续工作扎实推进。
“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实行审批服务窗口
首席代表制，网上可办率、政务服务网覆盖乡镇
率均居全省第 1 位。 新增市场主体 2.2 万户、注
册资本 371 亿元，分别增长 12.2%、31.6%。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在全省率先组建市
委营商环境建设委员会，强力推进营商环境建
设。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减免税额 7.5 亿
元，减少社保费支出 1.3 亿元。 搞好银企对接，
为 398 家企业发放贷款 31.5 亿元。 智慧金融服
务平台建成运营，累计实现授信 234 笔 5255 万
元，累计发放贷款 229 笔 4117 万元。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新签约、新开工亿元
以上项目分别为 102 个、59 个， 新引进品牌企
业 9 家。 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136.1 亿元，同比增
长 4.5%，增速居全省第 3 位；实际利用境外资
金 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2%。

开放平台不断完善。 濮阳海关开展业务，
结束了我市企业异地报关历史。 全市省级以上
出口基地达到 9 个，数量居全省第 1 位。全市货
物进出口总额 29.9 亿元，同比增长 27.6%，增速
居全省前列。

270 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78.3
亿元 ， 占年度计划的 60.3% 。 286 个省
“7819”项目完成投资 589.5 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59%。

产业项目进展顺利。97 个重点工业项
目， 新开工 34 个，45 个续建项目加快建
设。 51 个重点服务业项目，新开工 13 个，
32 个续建项目加快建设。 19 个重点农业
项目， 新开工 6 个，9 个续建项目加快建
设。

重大专项加快推进。 郑济高铁濮阳段
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范台梁高速完成
总投资量的 67.2%；濮阳至阳新、濮阳至卫
辉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文 23 储气库一期
累计注气 12 亿立方米， 鄂安沧输气管道
濮阳支干线建成投用，濮范台输气管道开
工建设。 “四水同治”九大工程 5 项开工建
设。

多渠道筹措项目资金。 新增政府债券
额度 57.6 亿元，同比增长 45.3%，增速居
全省第 6 位。 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1.5 亿元。 争取上级项目建设资金 33 亿
元。 实施 PPP 项目 30 个， 累计完成投资
100 亿元。 市投资集团实现融资 33.6 亿
元。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全面开展。
255 个城建项目开工建设， 完成投
资 87.2 亿元。 5302 套棚户区改造安
置房全部开工建设，3354 套基本建
成。 申报中央补助老旧小区改造备
选项目 111 个。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
成 117.9 亿元， 同比增长 55.9%，增
速居全省第 1 位。

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粮食
产能稳步提升， 夏粮总产 166.9 万
吨， 同比增长 4.9%， 亩产 349.2 公
斤，同比增长 5.3%。 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持续深化。 农村人居环境
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成立 2723 个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量化资
产总额 43.9 亿元。

民生支出完成 164 亿元， 同比增长
31.6%，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5%，
高于省辖市平均占比 5.1 个百分点，居
全省第 1 位。

就业创业成效显著。 组织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 7.7 万人， 城镇新增就业 3.39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80%；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1.06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
的 88%；4.8 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 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6%，高
于生产总值增速 1.5 个百分点。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城乡中小学新
建 10 所，改扩建 42 所，15 所竣工投用；
城乡幼儿园新建 13 所，改扩建 12 所，15
所竣工投用。 争取省城乡融合发展教育
支持资金 1.1 亿元，占全省的 9.7%，居全
省第 3 位； 争取国家优质普惠学前教育
扩容工程 15 个项目 6520 万元。 高考本
科上线率 68.3%，高于全省 17个百分点。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四大战略”
我们要大力实施产业强市战略、生态立市战略、创新兴市

战略和开放活市战略。 产业强市战略重在解决转型发展问题，
生态立市战略重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创新兴市战略重在
解决发展动能问题，开放活市战略重在解决要素集聚问题。

“四大战略”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紧扣中央精神、契合
省委要求、紧贴濮阳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我市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我们必须保持定力、接续发力，
持之以恒抓好贯彻落实。

稿件整理 本报记者 段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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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水平不断改善

生态环境是生产力，是一个地区、一个
城市的形象和竞争力。 我们要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 让绿色成为濮阳的鲜
亮标识。一要在环境污染上抓“治”。
二要在经济结构上抓“调”。 三
要在生态屏障上抓 “构”。
四要在工作机制上

抓“建”。

大力实施生态立市战略
让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亮丽

产业是经济的命脉， 是高质量发展的
物质基础；产业强则城市强，产业盛则人民
富。 我们必须紧紧围绕资源型城市转型，以
抓好“三大”“三专”产业为重点，深入推进
结构调整 ， 加快打造濮阳产业升级
版。 一要让工业实力更强。 二要
让服务业占比更大。 三要
让农业结构更优。

大力实施产业强市战略
让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更有力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
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我们必须实施创新
兴市战略， 让各行各业创新创造的激情不断迸
发，让发展的活力充分释放。一要育主体。二要筑平
台。 三要聚人才。

创新蕴藏改革， 改革也是创新。 要坚持刀刃向
内、敢于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巩固扩大机构改革成
果、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综
合改革、持续抓好国资国企改革等重点领
域改革， 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
生动力。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们必须破
除坐井观天的狭隘，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发展大格

局，跑出濮阳扩大开放加速度，按下高质量发展快捷键。一
要在推动开放合作上见成效。 二要在扩大开放招商上下功夫。

三要在完善开放平台上出实招。 四要在拓展开放通道上求突破。
实施“四大战略”，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必须着力打造

“六大体系”，用好“三大抓手”，强化“四大动力”，坚持“一个引领”。
“六大体系”即现代产业、现代创新、现代城镇、现代开放、生态

环境、现代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三大抓手”即推进项目建设、抓好招商引资、优化营商

环境。
“四大动力”即强化改革推动、创新驱动、开放带
动、民生牵动。

“一个引领”即坚持党的建设。

大力实施开放活市战略
让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更广阔

大力实施创新兴市战略
让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强劲

四大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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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全市经济运行暨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工作、分析形势，
激励斗志、鼓舞士气，动员全市上下以更足的干劲、更实的举措，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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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放

添动力、增活力

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 、开
放的视野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一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二要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三要突出
抓好招商引资。

办好重点实事

惠民生、增福祉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扎实推进 10 件 17 项
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对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妇女“两癌”筛查、
农村改厕、新增集中供暖面积、
建筑能效改造提升等 5 项推进
较慢的任务， 有关责任单位要
高度重视、 强化举措、 强力推
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聚焦三大攻坚

夯基础、补短板

三大攻坚战已到了决战决胜的冲刺阶

段，必须全神贯注、持续发力，坚决打好打
赢。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二要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三要坚持不懈抓好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

统筹城乡发展

抓提质、促振兴

全面推进城市建设提质， 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推动中心城区、 县城和小城
镇、农村一体化发展。

一要强力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拓
展融资渠道。抓好市政项目建设。抓好棚户
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

二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扛稳粮食生
产政治责任。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突出抓好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巩固深化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成果。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
全面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蓝天白云下的龙城广场。

天能集团(濮阳)循环经济产业
园内，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濮阳县白堽乡农民在
田间地头忙碌。

木伦河集团雪糕生产线。 南乐县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园。 范县盛源化工园区。

君恒实业集团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项目工地。

紧盯目标

抓运行、保增长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事关发
展全局， 只有稳住了增长， 才能
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为高质量发
展赢得空间 。 一要转化拖累点 。
二要培育增长点。 三要优化企业
服务。

聚焦高质量发展

促转型、强产业

要加快传统产业蝶变升级，实
现存量变革；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促进增量崛起，着力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

具体来说， 重点做好五项工
作：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强力推进
转型升级。

以加快新型化工基地建设为

载体， 推动化工产业向绿色化、循
环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

以增强竞争力为目标，提升装
备制造、食品加工、现代家居、羽绒
及服装加工产业发展层次。

以培育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

以六大领域为重点，发展壮大
现代服务业。

聚力项目建设

扩投资、增后劲

深入开展“四比四看”活动，一
切围绕项目转、 一切围绕项目干，
促进项目建设增速提质，以项目建
设扩投资稳增长、 创优势促发展。
一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二要健全
项目推进机制。三要科学谋划储备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