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勠力同心谋发展，蓄力而发向

未来。

市委七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全面回顾总结我市今

年工作，研究提出明年经济工作重

点任务，动员全市上下振奋精神、

接续奋斗，以新担当、新作为、新实

绩扛稳“经济大市、勇挑大梁”的责

任担当，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南

阳实践新篇章。

奋 楫 笃 行 启 新 程
—2025年我市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敲定

2025年,擘画蓝图开新局

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干字当头。要加强党的领导，

扛稳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

对经济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政治

方向、落实政治要求，坚持干在当下，积极谋好长远。

要用心务实工作，对工作重点心中有数、手中有招，全

面提升“当面领任务、转身抓落实、过程要反馈、凡事皆

有果”的刚性执行力，以实干赢得实绩，以成效赢得地

位。提升专业能力，增才干、担重任、打硬仗。塑造清

风正气，培优政治生态，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增能，让

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抓落实、促发展上。

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社会各方面强信心、稳预期、增干

劲，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为我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

心城市凝聚力量。②6

（本报记者 柏伴雪）

实干当头，聚力建强副中心

回望即将过去的 2024 年，面对严峻

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市锚定“建强副中心、

打造增长极、奔向新辉煌”发展总目标，围

绕“五聚五提”工作总抓手、“六个弘扬”作

风总要求和“四个自觉”干事总保障，牢牢

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人民至上的根

本立场，以大局统一思想，以事业凝聚共

识，以实干勇毅前行，统筹推进稳增长、扩

内需、强创新、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优

环境、防风险、抓党建各项工作，交出了一

份厚实的成绩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呈现稳进提质、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民

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党

的建设持续加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有望

继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保持全省第一方

阵……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在南阳省

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持续突破的关键节点

上谱写了积厚成势的绚丽篇章。

2024年,攻坚
奋 进 蓄 势 能

聚力打造制造业创新发展新高地，做

强产业硬支撑。 本报记者 张 兰 摄

推动中心城区快“起高峰”。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构建“风光水火储”大能源保障体系。

本报记者 张 峰 摄

筑牢生态屏障，扛牢水质安全政治责任。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风帆劲鼓势正扬，乘势而上再突破。展望 2025年，全

市经济工作“路线图”催人奋进。全市上下要守正创新、拼

搏实干，在大局下行动，在关键处发力，推动“五聚五提”突

破见效，绘就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南阳实践的绚丽篇章。

◆持续聚力打造制造业创新
发展新高地

强力实施链群扩容升级、创新赋能提速、项目招引建

设、企业梯次育优等“八大工程”。

强链壮群、提质扩量。围绕“7+17”产业链群，紧盯

“产业链规模、新增规上企业、新招引项目数量”三项主要

指标，加快提质扩量、攻坚突围。聚焦绿色食品、电驱防

爆、新能源装备、超硬材料、中医药、数字光电、印刷包装

新材料、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等优势产业，

依托链主企业，持续延链补链强链，加快形成一批在全省

乃至全国有影响力、高辨识度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

深耕合成生物、新能源装备及化工、航空再制造及低空经

济三个新赛道，锻造制胜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深化“一转

带三化”，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发展、提质向优。

创新赋能、转型升级。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

合，狠抓平台能级提升、创新主体培育、核心技术攻关、科

技成果转化，着力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造一流创新生

态和产业生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最大标识、最大动

能和最大潜力。

项目为王、务实招商。抓实“三个一批”，重推“双 50”

制造业项目，推进务实招商，做强项目支撑。

做强企业、梯次育优。持续推进“五十强龙头企业培

育”“百优专精特新企业孵化”“千企升级”三大行动，“一

企一策”支持企业突破关键技术、研发拳头产品，适时开

展并购重组，支持企业上市再融资。

◆持续聚力打造高效生态经济
引领区

确保南水北调中线“三个安全”。全面加强丹江口库

区核心水源区和干渠沿线周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

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认真落实“河湖长制”，开展

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大力推进丹江、唐河、白河、淮河

综合治理，让更多群众喝上甘甜的丹江水。

强化污染防治。紧扣“两降一控一升两达标”目标，

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厚植生态优势。实施国土绿化工程，认真落实“林长

制”，打好国储林项目收官战。

加快绿色转型。持续推动产业、能源、交通、用地和

农业投入结构调整，支持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产业开

展全流程清洁化、循环化、低碳化改造。

打通转化通道。强化市级统筹，积极推进林权碳汇

交易。深入实施“宛美”旅游战略，统筹做好文化、山水、

月季、康养“四篇文章”，持续叫响“南阳，一个值得三顾的

地方”城市品牌。加快建设月季名城，以筹备第三届世界

月季博览会为契机，大力开展月季栽植提升行动。

◆持续聚力打造全国枢纽经济
先行区

加快完善“空水铁公”现代交通体系。加快推进机场

迁建、南信合高铁等工程建设。力争南十、洛南襄高铁进

入国家铁路网中长期规划。确保唐河航运和南邓、渑淅、

嵩内、郑南、南新、桐邓、沈卢等高速项目，以及 G312 线城

区段改建工程按节点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1000公里。

加快完善智慧高效现代物流体系。强体系，大力发

展国际物流、冷链物流、电商物流、智慧物流和供应链物

流，加快豫资海元、丰树现代物流产业园、京东物流港、中

国邮政南阳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建设，探索建立市级智

慧 物 流 信 息 平 台 ，健 全 完 善 市 县 乡 村 四 级 物 流 配 送 体

系。调结构，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打造以

公铁联运、铁水联运为主形态的综合货运服务体系。育

主体，积极与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对接洽谈，在南阳建设

现代化物流园区、区域性分拨中心、大宗货物集散中心。

加快完善安全韧性现代水网体系。坚决扛起全国市

级水网先导区建设重要使命，按照时序节点抓好重点水

利项目工程。

◆持续聚力打造中医药文化
传承发展中心

以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契机，统

筹做好“医、药、文、科”四篇文章，奋力打造全球中医圣

地、全国中医高地、全国中医药名都。

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南阳样板”。高质量推进国家

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力争重点病种治疗达到京沪

等先进地区水平。提速市中医院新院区建设步伐，打造全

省一流中医院、豫陕鄂区域龙头中医院，带动全市三级及以

上中医院建设，完善万名中医师家庭签约和万名护工居家

养老服务，全面提升市县乡村中医药服务水平。

壮大现代中医药产业。实施宛药振兴计划、艾产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倍 增 计 划 、龙 头 中 药 企 业 培 育 工 程 、“ 中 医

药+”计划，建设全国中医药健康旅游和养生养老首选目

的地。

提升医圣文化园影响力辐射力。持续提升医圣文化

园一期建设内涵和运营水平，全面启动医圣文化园二期

建设，建成中医药文商旅综合体。持续办好张仲景医药

文化节、仲景论坛、医圣拜谒大典“一节一坛一典”活动，

高水准建设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布局建设 5家

张仲景经方阁。

◆持续聚力打造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示范区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突出“四治”融合牵引，坚持网格化托底，强化“四议两

公开”铸魂，深化平安单位（村、社区）建设，统筹抓好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持续全面提升城乡发展融合度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

划，正确处理“首位度”和“一盘棋”的关系。

中心城区要坚持前瞻布局与更新提质并重。强化前

瞻眼光，锚定建成区面积 300 平方公里、集聚 300 万人口

“双 300”的目标，加快产城融合，拉大城市框架。抢抓政

策机遇，围绕城市更新改造、路网提标建设、排水系统治

理等七大重点领域，谋划实施新一轮城建“七大专项”建

设，加快城市更新，让城市更安全、更智慧、更宜居。发展

城市经济，建设一批专业园区、孵化园、产业社区、科创园

等新型产业载体，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积极发展首发经

济、银发经济，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产业高地。

县域发展要坚持做强开发区与做精城镇并重。认真

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的重大要求，在抓好县城更新提质

的同时，全力推动开发区提档升级、升星进位。各县市区要

坚持“专营店”发展模式，带动各县市区综合实力在全省排

名整体前移。提升中心镇建设水平，聚焦产业兴镇和功能

聚人两个关键，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要坚持守底线与争高线并重。牢牢守住粮

食安全和防返贫“两条底线”。推进宛美乡村建设，用好

“千万工程”经验，在特色产业和乡村建设上“争取高线”。

◆持续全面提升改革开放活跃度

纵深推进深化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引导

民营企业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

积极主动扩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行动，加

快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和零售进口试点城市建设，推动

卧龙综保区扩区提能，常态化开行中欧班列和南阳—宁

波港铁海联运，开通南阳—连云港铁海联运，推动光学元

件、纺织服装、食用菌等特色产品跨境出海。实施外贸主

体培育行动和国际市场开拓行动，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用

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抓住用好 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机遇，全方位提升南阳的对外开放度。持续深化京宛对

口协作，争取更多资源导入南阳。

◆持续全面提升营商环境美誉度

持续落实营商环境“1+3+N”综合配套改革，确保稳定

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促进政务服务提质效。以提高市场主体和群众获得

感满意度为目标，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纵深推进

5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深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

提升法治诚信软实力。深入推进法治南阳、诚信南

阳建设，严厉打击干扰企业经营、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犯

罪行为。健全企业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失

信者受限、守信者受益。

推动城市建设数智化。以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

为抓手，强化数据归集治理，探索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资

产转化，加快打造数智南阳。

◆持续全面提升要素资源保障度

建强能源基地。坚持“风光水火”“源网荷储”一体化

发展，抓实重点能源项目建设。

做优金融供给。重抓企业上市和上市企业再融资，加大

金融供给和信贷投放力度，完善多元化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盘活土地资源。及时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大力开

展低效闲置用地盘活利用，加大用地指标统筹管理力度，建

立常态化问题收集解决机制，更好保障发展用地需求。

◆持续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促进高质量就业，提升教育质量，发展健康事业，健

全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