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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努力构建生态屏障。 紧紧围绕打造沿黄复合型生态廊
道，建设黄河、金堤河、马颊河、引黄入冀“四大生态走廊”，建成黄河生态
防护林 2.5万亩，新增绿化面积 3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 30%，巩固提升
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水平。

强化污染治理。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快“四大结
构”调整，狠抓“三散”治理，环境空气质量三项指标实现“两降一升”。 统
筹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施工业污染协同治理，统筹城乡生活污染
防治，强化全流域“四水同治”。 落实四级河长制，全面开展黑臭水体治
理、饮用水源地保护、全域清洁河流等行动。 颁布《濮阳市马颊河保护条
例》，强化长效监管，6个出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在全省率先通过地方立
法出台《濮阳市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管理条例》，深化白色污染治理，促进
美丽河南建设试点工作。 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全面实施碳达峰行动。 面对形势新任务，下一步，要完成工业、能源、
交通、建筑等领域课题研究报告，加快制订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开展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在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等领域提前谋
划布局，大力发展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等生态经济。

抓好黄河治理 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

初冬时节，来到范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处，河道碧
波荡漾，堤岸绿植生机勃勃，走在慢行步道上，令人心旷神怡。 项目的一
侧终点，是王楼镇东张村。

自2015年起， 东张村依托自身优势， 打造了以亲水为核心的美丽乡
村。如今的东张村，荷塘连片、道路通畅、村居整洁，是远近闻名的柳溪小镇
核心所在地。 在小镇转转，会发现有人在垂钓，有人在划船。 无论是移步小
桥流水，还是凭栏亭台楼榭，都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置身江南鱼米之乡。

将黄河水引进村内，让群众亲水享水乐水，依靠水资源发家致富，这
也是我市合理利用水资源的一个例子。

近年来，我市把黄河治理作为重大使命，积极开展黄河综合治理：
开展黄河河道治理。实施黄河“二级悬河”治理工程 8.3公里，改造续

建孙楼、彭楼等控导工程 21处，完成黄河堤防标准化建设 144公里，改建
南小堤、邢庙等引黄闸 8座。 以黄河滩区为重点，深入开展黄河流域“清
四乱”整治行动，目前已整改问题 30个。 扎实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10.3万名滩区群众搬离“穷窝”；各级各有关部门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加
强扶持，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实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程。 编制完成水利发展总体规划、水土
保持规划、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建设提升 4条引黄干渠、9处大中型灌
区，有效农业灌溉面积达 341万亩。 实施工业用水节水改造、城市供水管
网改造，我市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城市。

科学调配水资源。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水源的国
家战略工程。 该工程竣工通水后，发挥了巨大作用。 自去年以来，我市大
力推进引黄入冀补淀扩容提升工程及岳辛庄、 柳格等沿线调蓄工程建
设，将年输水能力提高至 20亿立方米，确保一泓清水润雄安。

实施农村供水“四化”工程。 清丰县、南乐县于 2019年实现全县城乡
丹江水户户通，计划至 2021年年底，实现滩区外的城乡居民全部饮用上
南水北调丹江水，达到农村供水“四化”，在全国率先实现省辖市“一个水
源覆盖城乡、一张水网集中供水、一个主体运营管理、一个标准服务群
众”的目标。2020年 11月，我市探索农村供水“四化”新路径、保障农村饮
水安全的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扬。

提升防洪减灾能力。 针对黄河防汛、内河防汛、城市防汛、农田排涝
等仍存在短板，谋划灾后恢复重建和能力提升项目 644个，其中 112个项
目列入省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今年秋汛期间，面对黄河、金堤河历史
罕见的长时间高流量、高水位，我市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科学
调度、精准研判，全市干群齐上阵、严防死守，实现了“控导工程不垮塌、
生产堤不决口、河水不漫滩”，确保了黄河安澜，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致力转型升级 推动高质量发展

市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指出：今后五年是濮阳强支撑、增动能、快冲
刺、提能级的重要五年，是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干事创业的发展黄金
期、不进则退的转型关键期。

濮阳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转型升级
步伐，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第一，努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
动力。 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
以“四化”改造为抓手，转型升级传统产业。 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服务化改造，与前沿技术、跨界创新、颠覆模式对接链接，推动化
工、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现代家居、羽绒制品等传统产业蝶变升级。 目
前，盛通聚源 3D打印材料、新塘羽绒等 46个项目建成投产。

以“四新”产业为重点，发展壮大新兴产业。 通过实施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四大新兴产业规模倍增计划，推行产业链
链长和产业联盟会长“双长制”，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的增长引擎。 目
前，上海曦江生物、大数据智慧生态园等 22个项目建成投用。

以氢能利用为突破口，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坚持“现有产业未来化”和
“未来技术产业化”，加强跨周期战略谋划，既要在空白领域、初创领域勇
于尝试、敢于角力，也要推动处于未来产业“门口”的企业跨过“门槛”率先
发展。 坚持“有中育新”和“无中生有”，努力发展氢能产业，为濮阳今后 30
年发展夯基垒台。 目前，投资 50亿元的氢能产业园已开工建设。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强化优化创新平台体系。积极融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争取

更多国家、省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
在我市开设。 吸引更多高水平科研院所、一流大学、龙头企业在濮设立研
发中心，与本地高校、科研单位、企业开展合作。目前，已与清华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分别组建化工新材料研究院。

壮大创新主体。实施创新型企业树标引领计划、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
划、科创型小微企业“春笋”计划，加强创新企业“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
梯次培育。 目前，共培育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150家、高新技术企业 66
家。加快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机制，建立产业研究院、
创新联盟、创新联合体等，实现主导产业、主要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推行
“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兴科研组织方式，集中力量在生物可降解材料
等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攻克“卡脖子”技术。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快形成一流的创新链条、创新制度、创新文化，
推动政产学研用主体贯通，人才、金融、土地、数据要素汇聚，全面激发创
新创业创造活力。

汇聚人才第一资源———
扎实做好“引、育、留”三篇文章，打造人才友好型城市，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
加大引才力度，大力引进领军型、高层次、紧缺型高端人才（团队）和

各领域、各层次所需人才。育好本地人才。持续开展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濮
阳大工匠等评选活动，实施“人人持证、技能濮阳”素质提升工程，拓展本
地人才成长发展空间。 优化留才环境，为人才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环境。

讲好濮阳故事 弘扬黄河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文化之河、一条精神之河。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 黄河文化一直都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

“四大发明”在这里诞生，文字在这里出现，儒家思想在这里发展，道家经
典在这里著述，佛教文化在这里融入，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圣哲先贤
在这里渔樵耕读、著书立说……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的哲学观，结
合濮阳实际，加大力度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保护黄河遗产。开展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建档工作。围绕黄河流域古建
筑、古村落、古灌区、古渡口等水文化遗产，开展黄河文化遗产系统性调查
和认定工作。 利用周边历史遗存、黄河堤防和纪念馆、旧址等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挖掘红色基因，建设黄河红色文化基因库。 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展
陈设施，重点推动以西水坡遗址、高城遗址、戚城遗址、史官遗址、龙山文
化遗址等为代表的上古文化核心区保护项目，叫响上古文化品牌。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实施“非遗”抢救性记录工程，高水平创建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共同推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连点
成线支撑建设黄河文化遗产廊道。

彰显黄河时代价值。 挖掘濮阳黄河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多渠道、系统
性传承弘扬濮阳黄河优秀传统文化， 精心组织濮阳黄河文化集中采访活
动、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全媒体传播黄河文化，支持群众性活动参与“龙文
化节”“杂技艺术节”等重大节庆活动。 实施黄河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推动
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濮阳段）建
设。加强黄河文化研究传播推广，以“中华源·黄河魂”为主题，讲好新时代
“黄河故事”。积极谋划濮阳黄河文化展览，策划组织“中华龙源”、“颛顼遗
都”、“帝舜故里”、仓颉文化等各类黄河文化主题宣教活动，开展多种形式
的对话交流，打造黄河文化特色品牌。

打造特色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同黄河上下游主要城市，打造黄河文化
和旅游一体化开发联盟，大力培育文化和旅游精品。改造提升渠村水利风
景区、毛楼生态旅游区、将军渡黄河游览区、台前县清水河乡黄河月亮湾
印象体验地等特色景区。 以“龙文化”为引领，依托西水坡遗址建设“中华
龙源”景区，打响“中华龙源地·世界杂技城”城市文化品牌。积极推进台前
京杭大运河遗址保护，建设占地 1680亩、总建筑面积超 16.7万平方米的
京杭大运河生态文化带项目。

…………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如今，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濮阳人民正努力让黄河从水患频发到惠泽民众，日益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光已流转至 2021年的岁尾年末。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濮阳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市第八
次党代会擘画的蓝图为目标， 大力践行和弘扬新时代濮阳精神， 创新实
干、奋勇争先，向着加快建设“四个濮阳、一个高地、一个中心”、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濮阳的目标奋力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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