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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25年，马庄桥镇将以
七大行动为抓手，奋力实现“七带出彩”，将马庄桥
镇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未来小镇，让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奋力
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濮清同城，打造濮清一体示范带。 马庄桥镇牵
头，与经开区胡村乡、卫都办，华龙区孟轲乡联动，
实行每月会商机制， 实现项目产业和设施资源一
体化推进、联动发展。 2025年及“十五五”期间，马
庄桥镇将建成濮阳打卡地、豫北新地标，以科技赋
能、商贸聚力为源动力，建设未来园区；以乡村蝶
变、“最美桥上”为蓝本，建设未来乡村；以内外兼
修、城市更新为途径，建设未来社区；以未来园区、
未来乡村、未来社区为支撑，建设未来小镇。

城建做靓，打造宜居宜业幸福带。 启动文明路
拆迁村社区化改造，实施货币化安置；建设尚合铭
郡 1号院、孙旧寨菜市场建设综合商业项目；在文
明路南段承接濮阳职业中专、 油田艺术中学建设
项目；在金濮路西侧建设智诚路学校；在清丰大道
建设高速公路出入口；建设智诚路、经二路、南园
路，提升长安路，整修花园路；开放未成年人法治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东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承租
油田社区办公楼，作为镇政府行政文化办公区；镇
卫生院融入市中医医院菊园院区； 拆迁改造镇政
府及镇卫生院，建设高品质商住小区。

产业做强，打造农旅融合体验带。 以“蘑菇点
灯”项目为引领，实施薪界银耳羹项目。 实施赵家
网红直播基地项目，发动全镇 13个村党支部书记
带头当网红、做直播，实现村村有村播。 组建焊工、
木工、瓦工等技术工种联盟，成立专业技术劳资平
台。 利用闲置学校、厂
房 、 院落等闲置资
源 ， 发展物流 、仓
储 、 手 工 作 坊 ，

2025年争取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10万元以下
的村清零。

项目做大，打造新质发展先行带。 以中合永佳
入驻为契机， 整合中医药老字号、 大型药企等资
源，邀请知名医院知名专家坐诊，改造建设尚街医
养结合酒店，打造健康管理综合体；盯紧深圳心里
程、苏州木源居 、利万嘉等企业 ，争取 2025年 10
月项目落地开工建设；确保锐实达、中瑞、中发三
家“退城入园”项目 2025年 6月开工；跟进广州耐
斯克、恩腾光电科技、上海丰科生物等投资总额超
20亿元的 5家企业，争取早日达成合作协议；推进
中原管具、润兴管业实施智能化生产线改造。

商贸做活，打造活力魅力商贸带。 2025年，家
博园建设项目将全面竣工， 届时将高质量举办第
八届绿色家博会；用好用活国际会展中心，计划全
年举办各类展会 20次以上；加快家博园九号馆项
目建设，尽快确定加盟商；盘活申新泰富项目区，
融入家博园集群发展；建设“货多多”物流园项目；
与天津银河装饰有限公司对接， 在家博园建设五
星级酒店；启动大地密码冷链冷库项目，争取 2026
年主板上市；协助镇内 66家饭店组团发展，打造
餐饮矩阵。

生态做绿，打造和美乡村涵养带。 实施源网荷
储项目，在家博园铺设光伏板 5万平方米；建设宋
村人工湿地公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6+4”专项行
动；启动宋村、前庄村等 6个进村道路的绿化、亮
化工程；对四个商住小区和两个油田社区进行“四
化”提质生态改造；建设 3处口袋公园和马颊河垂
钓游玩体验区。

服务做优，打造党的建设隆起带。 启动“镇改
办”工作，组建马庄桥办事处；新建江渎、新桥两个

社区；建设赵家、永固集等 5个养老助餐点；
做实“15+6”件群众身边具体实事；实施“党
建融·商贸红”书记工程；引领赵家村、金
魏村等 5个村达到“五星”支部标准；落
实“选苗、育苗、用苗”规划，通过下轮换
届，使村党支部书记大专以上学历比
例提升 40个百分点、 年龄下降 10
岁以上。 輥輰訛

聚势赋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清丰县马庄桥镇经济社会发展回眸与展望

全媒体记者 王献伟 通讯员 畅伟光 晁筱雪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文旅融合盛景呈现、城镇风
貌日新月异、百姓生活安乐祥和……如今的清丰县马
庄桥镇，经济均衡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从心之所想到
视之所见，这片沃土正在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2024 年，马庄桥镇以“拼项目、促投资、优服务”为
发展主线，锚定“两个确保”，深入实施“十大战略”，积
极抢抓濮清一体化融合发展历史机遇，从容应对复杂
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各种风险挑战， 全力推进产业强
镇、城建靓镇、商贸活镇、生态立镇“四镇共建”，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马庄桥篇章。

县委书记高尚功到大地密码调研节后复工复产
情况。

家家居居博博览览园园与与滨滨河河公公园园俯俯瞰瞰图图。。

马庄桥镇赵家
村菌包厂工作场景。

2024 年 9 月 13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赵丹到马庄桥
镇调研棚改安置区项目建设。

展望 2025：谱写振兴发展新篇章

清丰县农旅融合·产村一体“蘑菇点灯”项目鸟瞰图。

回眸 2024：绘就高质量发展全景图

2024 年 7 月 15 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刚到马庄桥
镇赵家村调研指导工作。

抓改革、促创新、谋长远，经济发展呈现新局面。 马庄
桥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4.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4.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2.19亿元，累计增
速 27.6％；财政收入 9513万元，同比增长 79％，综合实力
再上新台阶。

抓招商、促投资、调结构，项目发展迈上新台阶。 马庄
桥镇与中青旅合作，以赵家村蘑菇产业为基础，建设农旅
融合、产村一体的“蘑菇点灯”项目，2025年正式开街，叫
响“中国第一菇”；投资 1亿元的河南中合永佳健康科技
公司，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成、当年运营；锐实达、中发
石油、中锐机械设备三家企业“退城入园”项目土地已摘
牌，即将开工；孙旧寨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分房已顺利完
成，群众全部回迁；腾飞路东延、永昌路北延项目，清丰大
道改造提升项目，均已完工。

抓收支、补短板、强保障，乡村振兴焕发新面貌。 发挥
党支部引领作用，集体经济稳中有进。 发展壮大新型村级
集体经济，全镇培育“一村一品”示范村 3个，培育张旧寨
“四奶奶手工棉被”、永固集“圣加仑啤酒”、孟旧寨“御薯
坊”纯红薯粉条、孙旧寨“皓羽跨境电商”等村集体经济项
目 4个；引进大地密码电商，开发“野人日记”轻食系列爆
款产品， 日均销售 10万单，2024年销售额超 8亿元。 13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 5万元， 其中赵家村等 7个村
的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20万元。

乡村治理稳中向好。 落实“党员联户、干部包片、支部
会商”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三级联动、四级网格”基层治
理体系， 推动重点工作下沉到网格、 治理服务聚焦到网
格，形成齐抓共管治理格局；依托胡同长责任工作机制，
在胡同实行“三包”责任制，定期开展“整洁胡同”评比活
动，以胡同带动全村环境“靓”化；持续巩固省级第一批乡
村建设示范乡镇、健康乡镇优秀成果，发挥标杆的示范带
动作用。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 围绕兜底保障、住房保障、
教育保障等十个方面持续发力， 确保标准不降、 劲头不
松、力度不减，动员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首席服务员等
采取“一对一”帮扶、集中攻坚、分类施策等多种方式，全
面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确保全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走深走实。

抓重点、强基础、转作风，党建引领再上新高度。 以
“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落实
基层党组织提质增效工作部署，通过培育特色产业、农业
新业态，有效提升村级党组织的服务带动能力。 发挥赵家
村、 永固集村等党建示范点示范带动作用，2024年创建
“五星”支部 1个、“四星”支部 6个，督促张旧寨村完成后
进村整顿任务，达到“三星”党支部标准，高质量实现乡村
振兴“四个清零”。 根据农村老年人就餐需求，永固集村、
金魏村、菊园社区已建成 3个老年助餐点。 聚焦下一轮村
“两委”换届，下大力气做好村级后备力量储备工作，梳理
近 10年来高考生源、退役军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外出经商返乡人员等，实行“逐村过筛”“三级面谈”，
储备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 53人，平均年龄 33岁。

抓品牌、聚合力、塑形象，商贸经济注入新活力。 以万
邦农产品物流园、国际家博中心家具物流园、大地密码电
商产业园、益摆渡人力资源产业园、餐饮休闲区五大片区
为依托，繁荣商贸。 2024年 5月 18日，第七届中国·清丰
绿色家居博览会如期在马庄桥镇举办， 吸引 700余家知
名企业推出 800余个品牌、1000余个新品系列参展，布展
面积达 21万平方米，观展人数达 27.6万人次，签约经销
商 3000余家，意向成交额 273亿元，成果丰硕。 马庄桥镇
以外围环境提档升级、消防隐患立行立改、安全维稳从严
从实三方面为抓手，全力做好家博会保障工作。 镇机关工
作人员分为 7组，在外围服务、展台宣传等方面给予全面
保障。 在此基础上，马庄桥镇依托会展中心，已成功举办
秋季家具订货会、冀鲁豫农产品交易博览会、家装换新盛
典、新春年货节等特色展会。

抓服务、提效能、促发展，营商环境实现新提升。 营造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坚持“项目为王、企业为贵”“亲
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服务宗旨，确保做到有事解决、无事
不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用实际行动实现“一企落、一
势起、一城新”。

做实为民服务。 以马庄桥镇人民法庭成为全市新时
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为契机，变“枫桥现象”为“枫桥效
应”。 镇党委、镇政府和各站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争创“枫桥式税务所”“枫桥式司法所”“枫桥式为民
服务大厅”等，真正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