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端发力 齐头并进
周口高新区是两端发力的重要一端。
2023 年 6 月份，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考核中，周口高新区

获得 200~400 亿档第四名，在全市排名第一。
喜讯令人振奋，再接再厉前行。 川汇区紧盯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目标，在巩固现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产业发展，提升创新
能力，优化园区生态，周口高新区在全区高质量发展中主引擎、主阵
地、主战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主导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围绕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终
端及零部件产业高地，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工业富联产能持续
提升，精泰电子实现投产，亮显集团 4 个全产业链项目组团入驻，金
穗功能片、盛龙光电显示模组、新杰创背光源贴片、粤力通显示总成
等产业链项目争相入群，实现从工业富联“一马当先”到各路企业
“众马奔腾”的突破，集群发展态势良好。在数字经济方面，周口数字
产业园入驻企业 52 家，实现营收 110 亿元，是 2022 年全年营收的
3.7 倍，上缴税收 8.9 亿元，均创历年最好水平。

科技孵化载体建设实现新突破。 周口数字产业园成功获批河南
省大数据示范园区，全省共 6 家，系全市唯一。周口高新区科技企业
孵化园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孵化器，系全市首家。 成功申报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 2 家。 创成省级“数字领航”企业、省级创新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省级博士创新实践基地各 1 家。

优质企业梯次培育实现新突破。 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 家，
累计 38 家。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6 家，累计 10 家。认定创新型中
小企业 4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85 家。 其中，四方药业成功入选河南
省智能车间、河南省优秀智能场景应用项目，非小细胞肺癌新药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仲景方药与现代中
药重点实验室获批为省级重点实验室，现代中药制剂中试基地成为
全省中药产业中唯一获得认定的省级中试基地， 制定国家标准 1
项、团体标准 3 项，鳖甲胶新国家标准通过国家药监局审核认证，实
现全市生物医药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零突破”。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突破。 开工建设园区道路 11 条，总长
11.5 千米，总投资 4.74 亿元，其中，吉祥路、女娲路、神农路共 6.6 千
米道路已建成通车，高新区路网框架全部拉开。 新建成标准化厂房
46 万平方米，累计 76 万平方米，为优质项目入驻提供有力保障。 电
子信息产业园一期交付使用、二期启动建设，工业邻里中心、科创中
心项目等配套项目加快推进，有力推动产城深度融合、一体发展。

营商环境优化实现新突破。 深化“三化三制”改革，实体化运行

“管委会+公司”模式，全面激发园区创新创造活力。深入开展“万人助
万企”活动，实行“两班六组一分包”和“周交办”工作机制，抽调优秀
干部到企业担任“首席服务官”，对辖区 129 家重点项目（企业）开展
“一对一”服务。 川汇区政务服务中心建成使用，区直 28家单位 1135
项政务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实现“三个之外无审批”。

与之相呼应， 以特色商业街为代表的城区经济同样大放异彩，
形成两端发力、比翼齐飞的喜人局面。

荷花渡特色商业街区的改造建设是城市运营的点睛之笔。 它
灵活运用文化元素，打造“街道博物馆”街区，引进咖啡馆、酒吧、剧
本杀、密室逃脱等新业态，激活青年消费潜力。 随着配套设施日益
完善，文旅消费产品、文化展示等体验性业态加速进驻，老街区正
重现繁华。

关帝老街项目聚焦漕运文化、城寨文化、会馆文化、商贸文化、诚
信文化挖掘，整体风貌以明清时期豫东传统民居风格为主，传承着周
口历史文脉、保留着城市记忆、重塑着城市形象，是周口关帝庙文化
旅游区重要组成部分。 2023 年“五一”期间，关帝老街累计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越秀烩面、王留长小笼包、烤爷、阿瑞海鲜等店铺平均每
天营业额突破 2.5万元，累计营业额突破 450万元。

城乡融合 先行一步
2023 年秋季开学伊始，在川汇区城北街道邵火庙行政村、邵寨

行政村，华耀城街道葛湾行政村等地，一辆辆大巴车早早地来到指
定接送站点，等孩子们有序上车后，开往目的地———周口市中原路

小学。
为解决离校较远的农村学生平安上学问题，促进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川汇区教体局协调周口市公交
总公司，为农村学生开通 5 条免费定点公交专线，专程接送学生上
下学，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 首批开通的助学定点公交车共 12 辆，
后续将根据学生和家长的需求，适时增加车辆，进一步扩大覆盖面，
解决更多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

开通免费定点公交专线只是川汇区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一个缩影。
2023 年，川汇区紧盯“15 个目标”，聚焦“七个专项行动”，坚持

整体统筹、全域推进，努力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先行一步，让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一个个数据见证了川汇区的城乡蝶变与发展活力———

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先行一步。 立足近郊优势，着力打造
中心城区“菜篮子”“果盘子”“后花园”，加快建设流沙河生态农牧现代
农业产业园、江鸿生态蔬菜种植现代农业产业园、林下经济现代农业
产业园 3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成 10 个区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实现市、 区两级农业产业园街道全覆盖， 涌现出豫东渔牧清江鱼养
殖、江鸿生态蔬菜种植、葛湾芦荟种植等一批特色产业。 成功推广金
海党庄“菌筐”和城北邵火庙“菌棒”两种食用菌种植模式，盘活利用
闲置农房 14处、闲置宅院 42处、闲置荒地 17 亩，建成食用菌生产基
地 2 处、食用菌大棚 76 座，栽培秀珍菇、金耳、银耳、香菇、赤松茸等
11.35万棒（筐），产品远销上海、广东、湖南等地，走出了一条富民增收
新路子。 全区农业产业园“双绑”农户 3200户，带动 1.1万名农民增收
1.2亿元，村集体经济增收 320万元，全面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

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先行一步。 实施中州大道、八一大
道、大庆路、交通大道、七一路等主干道延伸、提升工程，沙颍河三期
工程建成开放，贾鲁河综合治理全面推进。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抓手，滚动打造 8 批 72 个“创文”示范片区，改造背街小巷及胡同

1800 条，安装路灯 1.8 万盏，更换窨井盖 1500 个，疏通下水道 2200
处。 持续实施乡村建设提升工程，10 个行政村的污水管网接入市政
管网，整治坑塘 66 个，建成美丽宜居村 9 个、环境示范村 10 个、整
治达标村 3 个。 建立城乡环卫一体化体系，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118 个村级便民超市实现全覆盖，建成“村民之家”15 个，实现 200
平方米以下村级服务综合体全部清零。

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先行一步。 持续推进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入学率和义务教育巩固率实现两个 100%。 创成
省级标准化学校 5 所、市级标准化学校 12 所，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率
由 16%提高到 40.5%，学前教育普惠率由 61%提高到 80.3%，公办幼
儿园占比由 20.3%提高到 43.7%。 农村公有产权卫生室实现全覆盖，
村卫生室医保结算实现全覆盖。 加快周口市人民医院创 “三甲”步
伐，加快川汇区中医院、川汇区妇幼保健院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提升
区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能力，转诊率降至 13%。 组
建 116 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脱贫户、监测户等重点人群签约服务
覆盖率达 100%。

文旅融合 出圈出彩
赏民俗，品年味，享盛宴。1月 30日，首届“三川十馆·春会”在

作为 2024 年“春满中原·老家河南”活动主会场之一的关帝庙历
史街区如期开市，四个板块集中发力，创意推出的“周口味道”“年
礼大集”“国潮新庙会”等活动点燃浓浓年味，两天时间累计接待
游客 24万余人次，拉开春节消费“开门红”序幕。

周口关帝庙是周口的城市基石、 文化符号。 为传承历史文
脉、激发城市活力，川汇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实施周口关帝庙片区更新改
造，在北起文昌大道、南至沙颍河北岸、东起八一大道、西至贾鲁
河东岸的 81 公顷范围内，大手笔谋篇布局文旅融合发展蓝图。

2023 年 7 月份， 川汇区全面启动关帝庙核心区更新改造
项目。 关帝庙核心区总占地面积 22 公顷（约 330 亩），项目分
两期实施，一期建设内容包括关帝庙门前照壁 、关帝戏台 、景
观双廊、钟鼓楼 、南岸双亭 5 个仿古建筑建设项目 ，关帝庙广
场、游客中心、食集、茶街、渡口广场 5 个改造提升项目 ；二期
项目建设周期 3 年，建设内容包括新三义坊商业街、三川十馆
和精品酒店等。 目前，一期 10 个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并向
社会开放。

作为全市唯一拥有双 4A 景区的县（市、区），川汇区以助推
周口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 深入挖掘自然生态资源和
历史人文资源，不断打造消费新载体、创新消费新模式、发展消
费新业态，进一步擦亮“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的城市标识。

文旅项目联动发力。 南寨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如火如荼，一期
八大工程加紧建设，春节前六大渡口率先向社会开放，西坑公园
景观工程基本完成， 老周口人记忆中的痛点———西大坑将不复

存在。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串珠成链， 持续释放农旅集群效
应，周口沙颍生态园成为市民近郊游的热门选择。周口野生动物
世界开业以来热度不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130 万人次，成为周
口最亮丽、最具人气、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之一。

消费供给更加丰富。先后举办荷花渡·烟火市集大型音乐美
食节、周口市首届新青年消夏文化节、周口野生动物世界森林之
夜音乐狂欢节等活动，“旅游+文化”“旅游+演艺”“旅游+农业”
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创意市场、露营、研学、采摘等新业态蓬勃发
展，夜游、夜购、夜娱等“夜经济”让人应接不暇。

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2023 年、2024 年，中国杂技春晚这一
“国字号”节会连续两年“花落”川汇区，以国际杂技文化（周口）
产业园为窗口，展示周口特色文化和文旅品牌，推动周口杂技叫
响全国、走向世界。 2023 年 ４ 月份，成功举办河南省首届青年文
化月活动，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潮文化、时尚文旅、阅读文
化等项目，为广大青年打造一个最潮、最青年的文化品牌，提供
一场青春共享、思想碰撞的文化盛宴。 2023 年 9 月份，成功举办
中国杂技产业发展论坛， 来自全国的杂技界专家、 学者齐聚周
口，以“多元创新与产业变革”为主题，为我市杂技产业发展“问
诊把脉”，周口“中国杂技之乡”的文化名片愈加闪亮。

社会治理 走在前列

“群众不花一分钱，老旧小区换新颜。”提起老
旧小区改造，69 岁的居民李凤仙赞不绝口。她说，
以前小区不但环境脏乱差，而且存在墙体老化裂
缝、屋顶漏雨等问题，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为 C 级
危房，很多居民都搬走了，最少时仅有 6 户居民。

变化来源于川汇区探索推行的“小区、街区、
片区”三区融合老旧小区改造机制。 2023 年，川汇
区按照“整体规划、连片打造、分步实施”的工作
思路，“留、拆、整、改、建、管”六措并举，启动文明
片区、周滨片区、中州片区 3 个片区改造项目，从
根本上解决部分老旧小区“先天不足”、改造提升
效果有限的问题。

在文明片区改造过程中， 川汇区坚持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在
此基础上制订改造方案。 改造方案得到绝大多数
居民的支持，不少居民主动拆除配房，用于建设
邻里中心、健身设施、日间照料中心等公共服务
设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局面。

经过改造，财税小区等 4 个小区合而为一，柏
油路面平坦开阔，车辆停放有序，绿树红花让人赏
心悦目，成为 515户 1545人的新家园。 “危房变新
房，小区变大院，许多搬走的邻居又回来了。 ”李凤
仙高兴地说。 现在，财税小区入驻几乎“满员”，她
每天都和老伙伴们在小区里逛一逛、看一看。

川汇区还以打造 “15 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
为载体，建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体系，更好发挥
宣传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作用。 文明片区
不仅设立了社区警务室， 还设有党建、 民政、养
老、社保等政务服务平台，设置了日间照料中心、
中医理疗馆、棋牌室、活动室、图书室等功能室，
建立健全了首问负责制、领代办等工作机制。 现
在，像李凤仙老人一样，越来越多的川汇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

作为全省首批“双治理”创新实验区，川汇区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扎实推进“三联三化”网格化服务管理
体系，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
局，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密织善治“小网格”。 依托街道—村（社区）—
小区（自然村）—楼栋（小组）四级网格管理体系，
对原有网格进行优化，划分一级网格 9 个、二级
网格 91 个、三级网格 358 个、四级网格 1196 个，

网格员由村（社区）干部和志愿发挥余热的“五老”
人员担任，做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难在格
中解”。以全科网格为抓手，集成政务服务、基层党
建等 15 类 102 项职能，将 542 项服务事项权限下
放至街道、33 项权限下放至村 （社区），1196 名网
格员成为连接全区的信息节点，接单、处置、反馈，
真正做到群众有事“随时办”“马上办”。

打通智治“高速路”。 建成数智川汇运行指挥
中心，入驻公安、城管、应急管理等 10 个区直部
门，建立基础数据、事项处理、网格队伍、社区动
态等平台模块，构建“信息采集、源头发现、任务
分派 、问题处置 、核查反馈 ”一体化信息管理体
系，打造网格员上报、区级派单、属地责任单位及
时处置的“多头信息一网管理”模式。 截至目前，
川汇区网格员登录率达 100%， 上报事件 65.3 万
条，办结率达 99.97%，位列全市第一方阵。 持续推
进 “区级中心+街道分中心+社区 PC 端+小区网
格员移动端”运营中心建设，用好“四色预警”、考
评激励等一系列工作机制，深化“网格吹哨”、日
常管理、四级议事协商、网格准入等 8 项机制，将
群众诉求等事项分为常规哨（街道）、重点哨（区
级）两级“哨声”，由专人负责接收、流转、督办“吹
哨”事件，通过大联动平台派发任务单或召开联
席会议，明确事项处置部门，实现快速高效处理。

画好共治“同心圆”。 建立全链条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完善访调、诉调、警调三项对接等工作机
制，通过加强公调、检调、诉调、访调对接，在区委
政法委牵头下， 统筹抓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实
现调解工作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156 个调解组织
共同发力，624 个人民调解员齐上阵，调处矛盾纠
纷 1116 起，调解率达 100%，调解成功 1098 起，调
解成功率达 98%，信访量连续 3 年保持下降态势。
建立“公安分局、派出所、警务室”“一村一警”三
级智慧管理平台 PC 端， 有效接处警实现同比下
降 60.48%。 整合村“三委”干部、“一村（格）一警”、
网格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组建一支由 216 人组
成的专职巡逻队和 136 支由 3600 人组成的义务
巡逻队，长年开展夜间巡逻，织密筑牢平安防线。
2023 年，川汇区连续 12 个月保持命案“零发案”
的良好态势，成为全市唯一全年无新发命案的县
（市、区），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川汇的征程上迈
出了新步伐。

2023 年 1 月 4 日下午，市委书记张建慧到川汇区代表团，与参加周口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
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就川汇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他们深入交换意见，寄语川汇区要充分发挥优势、深
挖潜力，加快集聚要素资源，厚植发展动能，在推动中心城区“起高峰”中挑大梁、担重任。

以实干开路，用实绩作答，不负关怀和厚望。 2023 年，川汇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与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以深
入开展主题教育为强大动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持续聚焦两端发力、建设“三
区三河”的发展思路，以“十二个紧盯”促发展，以“五个清单”抓项目，在 2022 年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综
和绩效考核与评价全省排名第一的基础上，经济社会发展持续保持良好态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川汇
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核心阅读

＞

＞

＞

＞

““十十一一””黄黄金金周周期期间间，，周周口口野野生生动动物物世世界界人人山山人人海海。。

川汇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三区同改”，幸福升级。

“三川十馆·春会”开市。

2023年

数说
发展

精泰电子为我市打
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
能终端及零部件产业高
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6.1%
增速全市第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9%
增速全市第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7.2%
增速全市第二

实施主导产业重点项目 47个
总投资 208.5亿元
计划投资 82.6亿元
完成投资 98.7亿元
其中

亿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 23个
总投资 195.3亿元
计划投资 75.7亿元
完成投资 92.8亿元

累计签约项目 39个
总投资 304.2亿元
其中

电子信息类项目 20个
数字经济类项目 9个
其他类项目 10个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89家 开展研发活动 83家
研发活动覆盖率达 93.2% 实施研发项目 129个
新增专利授权数 155项 完成研发投入 6300万元

社区大联欢，增进邻里情。

周口数字产业园开启
数字经济集聚之门。

河南第一家！ 中芯微（周
口）半导体项目入驻。

现代农业产业园成
乡村振兴“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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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首破 10亿元大关
同口径增长 23.2%
增速全市第一

策划：：王艳
执行：：韩志刚
摄影：：梁照曾 王一峰 韩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