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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假期，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的“蘑菇点灯”项目基地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⑩ 本报记者 高崟人 摄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张
晶） 近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等 10余个部门，印发《关
于建立濮阳市不动产单元代码 “一码
关联”工作机制的通知》，全面推行贯
通不动产项目“供、用、查、测、登”全流
程应用场景，实现不动产全业务、全流
程、全生命周期业务办理高效协同、系
统集成、信息共享、“整体智治”的数字
化管理新机制， 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

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为深入贯彻落实“交房即交证”工

作要求，我市推出不动产单元代码“一
码关联”改革。 据介绍，不动产单元代
码“一码关联”，即以不动产单元代码
为数据关联互认的关键字段， 纵向联
通新增建设项目审批、供地、规划、验
收、测绘、登记等阶段，横向关联交易、
缴税、抵押、司法、公证、水电气暖及有
线电视等市政设施过户等事项， 推动
不动产登记跨部门“码上合作”，实现

不动产多频关联事项 “码上直办”“一
网通办”。

“一码关联”工作机制，包括关联
用地规划审批、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
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 新建商品房销
售、 不动产首次登记， 以及不动产交
易、租赁、查封、判决裁定、公证、灭失，
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全面实现不
动产登记 “一证一码” 等多项工作内
容， 能够有效促进部门之间业务协同

联办、信息共享和查询追溯，大幅提高
办事效率，避免企业、市民重复提交材
料、办事机构重复调查审核。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全面建立和推行不动产单元代
码“一码关联”工作机制，是提升不动
产登记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今
后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完善“一码关
联”工作机制，提升服务效能，为全市
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⑩

濮阳多部门联动建立工作新机制

“一码关联”助力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

工业是经济的命脉 ， 制造业是工业的引
擎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时代新征程 ，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 民族复兴伟业 ，
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 。 市委 、 市政府主
动顺应制造业高端化 、 智能化 、 绿色化发展趋
势 ，制定了 “工业立市 、制造强市 ”战略 。

为全面展现各县区开展制造业倍增行动的

亮点和成就 ， 根据市委主要领导安排 ， 本报特
开设 《聚焦 “四高四争先 ”·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
专栏 ，组织记者奔赴各县区 ，就重点项目 、典型

企业推出系列采访报道 ；同时 ，加强策划 ，制作
推出多种形式的新媒体作品 ， 引导全市上下抓
紧 、抓实 、抓好制造业倍增行动 ，坚定信心 、埋
头苦干 ，奋发进取 、砥砺前行 ，在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濮阳篇章中再创佳绩 、 再铸辉煌 。 敬
请各位读者关注 。

开栏的话

春天的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和无限希望。
4月 3日，明媚的阳光静静地洒在

南威亿秒智能设备制造项目建设工地

上，施工现场车声隆隆，各类机器挥舞
巨臂， 工人紧张而有序地完成各项工
作，项目施工正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
该项目预计今年 10月竣工投产，达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 5亿元。

走进德力西电气（濮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德力西”） 自动化生产车
间，4条自动化生产线正有条不紊地进
行生产， 一台台智能机器人正对开关
部件进行精密组装。2023年以来，德力
西积极响应我市制造业倍增行动号

召，通过数字化转型，生产效率提升33%，
年生产开关、 插座等家居产品 1.5亿

个，2024年实现销售收入达 6.2亿元。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厂房， 一条条

效率倍增的生产线， 一组组昂扬上升
的数据，描绘出濮阳县制造业“春暖花
开”的生动图景。 近年来，濮阳县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深入推进
制造业倍增行动， 着力推项目、 强龙
头、延链条、聚集群，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2024年，该县制造业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完成 103.5亿元，同
比增长 32.1%，较 2022年实现翻番；制
造业投资完成 21.44亿元， 同比增长
97.8%，较 2022年增长 2倍以上，提前
一年完成倍增目标。

回望励精图治的 2024年，濮阳县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想为”“敢
为”“善为”“勤为”的生动实践，托举起

制造业倍增的坚实“脊梁”。
“想为”———高位统筹谋划。 锚定

主攻方向 ，加强统筹调度 ，成立县委
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促进制造业倍
增行动领导小组 ，出台 《濮阳县促进
制造业倍增行动 2024年度工作方

案》， 将三级干部大会与促进制造业
倍增行动推进会议合并召开，对促进
制造业倍增提出具体要求， 并逐项、
逐月分解到单位、乡镇、企业和项目，
确保全县制造业倍增行动扎实推进、
取得实效。

精准招商引资。 完善充实招商领
导班子，调整重点产业招商专班、重点
产业链“双长制”队伍名单，实行专人、
专业 、专班招商 ，形成 “招商工作专
班+乡（镇、办）+县直有关单位”的大
招商格局，确保了招商工作高位推进。
出台 《濮阳县招商引资项目预审评估
制度》， 成立县预审评估工作领导小
组， 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项目引进程
序，构建规范、有序、科学、高效的招商
工作体系， 打造闭环管理的招商工作
格局。 （下转第二版）

奋进“春天里”扬帆再启航
———濮阳县深入开展制造业倍增行动纪实

本报记者 张岚岚 通讯员 程正锋

新华社北京 4 月 7 日电 （记者 古
一平 韩佳诺） 中共中央 、国务院近日
印 发 《 加 快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规 划
（2024—2035年 ）》 （以 下 简 称 《规
划》）， 提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路线
图和施工图。 规划明确，到 2027年，农
业强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乡村全面
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
化迈上新台阶。

具体来看 ，到 2027年 ，我国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万亿斤，重要农
产品保持合理自给水平； 农业科技装
备支撑持续强化，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取得突破，育种攻关取得显著进展；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健全， 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延伸拓展， 农业国际竞争
力进一步提高；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 农村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基本同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持续缩小。

围绕目标，《规划 》 提出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 把中国人的饭碗端
得更牢更稳； 全领域推进农业科技装
备创新， 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
立自强； 全环节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
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进一步深化农业
对外合作，培育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高质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
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水平； 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 缩小城乡差别等七方面重点
任务。

为了确保任务落实，《规划 》 从压
实责任、 保障要素等多方面提出了保

障措施， 如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
扛起主体责任， 将农业强国建设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等；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
协同配合，强化规划、项目、资金、要素
间的有效衔接；引导有条件的县（市、
区）加快建设农业强县，分类探索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模式等。

《规划 》明确，到 2035年，我国农
业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乡村全面
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业现代化基
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农业强国全面
建成。 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面实现。

我国明确加快农业强国建设路线图和施工图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 人间四
月，春和景明，濮阳文旅迎来“春暖花
开”。4月 7日，市文广体旅局发布清明
假期濮阳文旅“成绩单”：全市累计接
待游客 122.55万人次 ， 旅游总收入
4.12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33.25%、
44.13%。

今年清明假期， 我市深挖传统节
日文化内涵，将清明文化、大好春光与
文化旅游深度结合起来，以山湖为卷、
文化为笔，精心策划“艺术点亮城市”
“龙湖夜游”“移动博物馆”“风筝展示”
“清明诗会” 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绘就一幅幅丰盛的文旅图景， 为市民
和游客奉上充满诗意的 “濮阳邀约”，
使文旅市场一路“繁花似锦”。

清明假期，踏青赏景 、乡村游憩 、
红色旅游成为主流选择，“蘑菇点灯”
“龙湖夜游”“艺术点亮城市”等一批沉
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释放“春日经济”
活力。 其中，中青博纳“蘑菇点灯”项
目登上央视《晚间新闻》。 “蘑菇点灯”
项目将传统农业与文旅体验巧妙融

合，编织出“农业+旅游+文化”产业
链条， 为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乡村体
验。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倾力打造的

龙湖“春水泛舟”夜游项目，电动画舫
环湖航线船票售罄率达 90%， 配套灯
光秀、 水上舞台剧吸引游客日均超 1
万人次； 蝴蝶岛延长开放至 22时，增
设休憩帐篷和打卡点，“卡通船” 租赁
项目深受年轻游客青睐， 假期接待游
客 3万人次 ， 带动二次消费占比超
60%。

艺术点亮城市，美好浸润生活。 清
明假期，我市推出“艺术点亮城市”系
列活动，诗朗诵、音乐会、文化惠民表
演等， 为市民假期旅游提供了更为丰
富的选择。 市博物馆策划“我们的传统
节日·清明”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群
众在学习清明节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深

入体验清明节的习俗魅力。 据悉，全市
共举办文体旅活动 200余场次， 线上
线下参与群众超 50万人次。 文化场馆
服务升级，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博
物馆开展活动 61场次，惠及群众 7.14
万人次。

此外 ，我市还将文旅与体育赛事
活动结合起来 ，举办风筝展示 、足球
超级联赛、街舞联赛、广场舞等活动，
“体育+文旅”让濮阳文旅更加魅力十
足。 ⑩

清明假期濮阳文旅“春暖花开”
累计接待游客122.55万人次 旅游总

收入4.12亿元

写给濮阳人的春日邀请函
郭亚辉

春日的阳光正把马颊河的水面熨

得温暖， 濮上生态园区的二月兰已铺
成紫色地毯， 农文旅融合项目在清丰
开始“蘑菇点灯”，“龙湖夜宴”在论语
广场正式启航，这是濮阳向每位市民发出
的春日请柬。 在这个被花香浸透的季节，
请尽情出门去嗨， 用脚步丈量门前的春
意盎然。

濮阳的春天从不吝啬馈赠。龙湖
畔的骑行绿道，垂柳正把新绿编成珠
帘 ；金堤河湿地芦苇丛中 ，野鸭掠过
水面划出银色弧线 ； 建设路上那排
20 余岁的石榴树 ， 已悄悄孕育出花
苞。 这些触手可及的美景无须远行 ，
晨练时绕道戚城文物景区小径 ，下班
时驻足路边花坛，周末带孩子认认野
菜野花，都是与春天对话的方式 。 市
城区各公园今年新增早春花卉数万

株 ，这些绽放的精灵 ，正默默等待与
您的目光相遇。

踏春无须隆重的仪式。清丰大屯
乡梨花开得正好，中原绿色庄园里的
紫玉兰花当其时 ，濮水小镇 、板桥古
镇的西府海棠摇曳生姿，班家小镇春
水荡漾，映照着水边开得灿烂的碧桃
花 。 戚城遗址的 “拓春 ” 活动 ， 300
余位市民用植物拓印留存春光 ， 这
样的春日记忆 ， 远比手机相册里的
照 片 来 得 更 鲜 活 更 灵

动。
赏春不必刻意求远。

上班族可利用午休到单

位附近的口袋公园晒晒太阳， 学生可
在放学路上观察树木抽芽的进度， 退
休老人不妨加入社区园艺小组。 中原
油田小区组织 “发现身边的美” 春日
摄影活动， 收到 1700 余张来自田间、
湖畔和街区花园、 小区角落的春景照
片， 证明诗意就在抬眼处。

春日的濮阳正展开双臂： 龙湖畔
的芦苇已为新生的野鸭筑好屏障， 龙
城广场的樱花积攒了整个冬天的力量

欣然怒放， 黄河生态廊道的连翘花海
即将进入盛花期 。 这些美好转瞬即
逝， 就像去年在濮水公园救起受伤戴
胜的李先生所说： “春天不等人， 错
过又要等一年。” 带上布袋子装些落
花， 用玻璃瓶存几支柳条， 让春天的
气息在家中延续。

此刻 ， 马颊河的水波在静等您
的倒影 ， 五代城墙的砖缝里藏着待
破土的草芽 ， 龙湖的春风无意中撩
动您的衣角 。 这个春天 ， 愿每位濮
阳人都能沾染一身花香 ， 在草木萌
动中 ， 找回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 每
个濮阳人， 请抬脚出门， 走出户外 ，
放松自己 。 毕竟 ， 我们与春天的约
定 ， 从来不是朋友圈的九宫格 ， 而
是鞋底的新泥 、 衣襟的花粉 ， 和眼
角藏不住的笑意。 ②

（ 扫 描
二维码 ，看
《 规 划 》 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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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田间春管满是“科技范儿”

▲

第三版

▲

怎么建、怎么做、怎么优———

濮阳探索民政服务站建设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