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去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主营
业务收入、工业用电量三项指标增速全省第
一位的基础上，

2013

年，周口市及早谋划、及
早部署，牢牢抓住工业运行、项目建设、产业
转移等重点工作，工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持
续保持全省前列。一季度，全市工业累计用
电量

9.5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9%

，高于全
省水平（

-2.3%

）

19.2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2

位；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52.27

亿元，

同比增长
18.7%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1.1%

）

7.6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

这是周口工业连续数年强劲增长持续
态势的体现。

坚定工业兴市战略不动摇
作为典型的传统农区，周口市自然资源

缺乏，产业发展的先天条件不足，工业底子
薄，企业数量少，生产规模较小，技术装备落
后，核心竞争力不强，缺乏工业竞争优势。

面对困境，周口市委、市政府站位全省
发展大局， 从中原经济区的大格局中来审
视，从实际出发谋划周口，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加快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意见》，把工
业发展摆在先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
的位置，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的
加快工业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研究协调工
业发展中的重大事项， 对工业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书记、市长亲自协调解决，产业转
移亲自挂帅，重大项目一线指挥。

从
2007

年起， 周口市对工业发展情况
进行考核， 市财政每年在预算内设立工业
发展专项资金， 对成绩突出的县市区和企
业在年度工业大会上进行隆重表彰。

坚持两手抓发展思路
把激活内力与借助外力相结合， 一手

抓现有企业的转型升级，强化服务，改善环
境，做大做强本土企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一手抓承接产业转移、招商引资，培育
壮大支柱产业，增强区域竞争力。

作为全省第一产粮大市， 周口市依托

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农产品资源， 把农副产
品加工业作为特色主导产业， 着力打造在
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
地。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大
力实施项目带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服
务带动，依托技术进步与创新，提高农副产
品加工度，使老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财鑫集团与杭州博多工贸公司合资新上玉
米深加工项目，生产黄原胶和植脂末，提高
了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其深加工能力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生产的高麦芽糖，年生
产能力达

17

万吨，规模居全省第一。五得利
面粉有限公司日加工小麦

3600

吨，年加工小
麦
120

万吨， 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独立
核算面粉加工企业。目前，全市食品工业企
业年加工粮食能力突破

700

万吨， 服装产品
达到

9000

万件，制鞋
2500

万双。金丹乳酸、远
东奈安、天豫粉条、莲花味精等

36

个工业产
品被列入河南省重点工业产品达标备案目
录。 全市

5

项科技成果获河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科技成果奖，获奖等级创历史新高。

在做大做强现有企业的同时， 该市积
极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借力发展。市政府出
台《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实
施意见》，在全市开展“承接产业转移突破
年”和“招商引资项目落实年”活动，

2012

年
6

月份、

10

月份全市两次组织项目集中开
工，有

200

个项目集中开工。各县市区紧密
结合资源、区位和产业优势，到沿海发达地
区开展项目推介活动，按照“招大、培强、选
优”的要求，开展针对性的产业招商，填补
产业空白，完善产业链配套措施，迎来“飞
鸽”牌，打造“永久”牌，培育壮大支柱产业。

雨润、大用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益海粮油、

富士康集团等世界
500

强企业先后落户周
口。宝昌、凯宏、聚龙等

30

多家台资制鞋企
业集聚周口发展， 周口也因此被省政府命
名为“河南省制鞋产业出口基地”。

着力打造产业集聚平台
按照“资源集约利用、产业集群发展、服

务集聚配套”的发展思路，周口市大力发展
专业化、集群化、综合服务型园区经济。根据
各县市区产业特点， 全市规划了纺织服装、

医药化工、 机械制造等
9

大行业
48

个专业园
区，形成各自特色。太康锅炉、沈丘造纸网、

扶沟机械装备等特色产业享誉全国。

在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上， 该市先
后累计投资超过

800

亿元， 目前，

11

个省级
产业集聚区已建成

90

平方公里， 标准化厂
房
814

万平方米，从业人员
22

万人。郸城、沈
丘、淮阳等

5

个产业集聚区被评为省级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项城、太康、商水

3

个
产业集聚区被列为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培育对象。

周口市把项目建设作为保增长防下行
的重要抓手， 对纳入省

14

个工业重点产业
行动计划的

20

个重点项目和
30

户重点企
业、

30

户高成长性企业的项目，实行监测月
报、 季通报等制度， 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
度。

深入开展企业服务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 使其健康快速发

展，周口市建立企业服务长效机制，出台了
《企业服务工作实施意见》，着力构建“融资
服务、用地保障、企业用工”等七个服务平
台。

在为企业服务中，市县两级各筛选
100

家重点企业进行扶持。 去年全市共征集涉
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类问题

214

个，逐一建
立台账，建立企业服务联席办公制度，积极
围绕保增长防下行，加强煤、电、油、运等生
产要素协调保障， 加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
业的监测监控， 组织召开工业经济运行分
析会、现场会，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帮
助解决实际问题。

在工作中， 周口市实行领导分包企业
制度，所有市级和县级领导干部分别联系

１

至
３

家企业，对重点项目实行党政领导“五
包”责任制，即包立项开工、包融资建设、包
施工环境、包进度质量、包竣工投产。全市

整合
14

个市直单位内部科室行政审批职
能，统一成立行政审批科，进入市行政服务
中心办公，建立“一个窗口对外、一项职务
履职、一枚印章审批”的服务机制，做到服
务客商无门槛，为企业服务零距离，积极帮
助企业走出困境、激发活力、提振信心。

资金问题是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问
题，也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环节

2012

年，

该市积极破解企业融资瓶颈， 筹备组建市
级信用担保集团， 开展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项目储备，入库项目

57

个，为中小企业争取
银行信贷支持

44

亿元。该市实施“小巨人”

企业信贷培育计划，

18

家获证的担保公司
为中小企业提供

18

亿元的融资担保，

9

家小
额贷款公司为企业提供

3.6

亿元的贷款支
持。该市认真开展信用担保机构规范整顿，

建立完善违规广告清理、 合规经营承诺等
工作机制，确保金融秩序规范和社会稳定。

目前，备案担保机构
56

家，

18

家获得经营许
可证，其他

38

家正在分类规范。

为着力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市委、市政
府在全市开展“作风转变暨环境创优”活
动，出台《规范涉企项目检查办法》、《损害
经济发展环境黄牌警告制度》、《“两转两
提”、“提速增效”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
意见》等文件，要求市直部门对所有审批项
目进行公开承诺，严肃查处吃、拿、卡、要等
问题；组织对中介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对涉及企业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
检查进行专项治理， 停止一切不必要的涉

企评比达标活动， 严厉打击危害企业生产
经营秩序的违法行为， 为企业发展营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

在周口市委、市政府“工业兴市”发展
策略的指引下， 周口市工业取得了有目共
睹的成绩。

2012

年，该市列入第一、二批省
重点项目共计

41

个， 总投资
6609.2

亿元，

2012

年计划投资
1240

亿元。其中，省直属建
设项目

17

个， 市直管项目
24

个， 总投资
286.6

亿元，

2012

年计划投资
60.28

亿元，全
年完成投资

101.19

亿元， 占年度投资计划
的
168%

，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138

个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
549.3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13.47

亿元，全年完成
投资

283.2

亿元， 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132.67%

。这些重点项目的实施对引领全市
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特色农业基础地位，完
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城乡居民生活
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全市经济社会
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工业担纲，铸起跨越发展脊梁，破茧化
蝶，周口经济开始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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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

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
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是从根本上破解
发展难题的必然选择， 也是近几年周口市以新型
工业化引领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的具体实践
和不懈探索。

发展工业， 周口上下认识统一、 路径明
确———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进程中，新型工业
化处于主导地位。 没有新型工业化的快速推
进，“三化” 协调科学发展就缺乏强有力的

产业支撑。推动“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就周口而言，就是坚持以培

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为支
撑， 不断强化新型

工业化的主
导地

位，依托人力资源、农产品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有一定科技含量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
工业化道路。

在具体实践中，为培育壮大支柱产业，周口市
以调整、优化和提高为方向，以研发、创新和增值
为重点，坚持做大做强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医药
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促进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

具体做法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品牌食品为重点，

提升农副产品加工水平， 打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产业中心

;

发挥企业规模效益，提升纺织服装生产
规模和产业竞争力，积极引进开发符合环保要求、

有品牌、有规模的印染企业和服装企业集群
;

进一
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以四方药业、财鑫化工、金
丹乳酸等为骨干，大力发展医药化工产业。

同时，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信息化和工
业化融合发展。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

带动作用，着力提高工业领
域的信息技术

推广应用，以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实现技术
进步和产业提升；提升产业集聚区水平，强化主导
产业集群培育，综合运用项目准入、要素配置、利
益分成等手段， 统筹推进同类和关联项目按照主
导产业集中布局建设，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完善基
础设施，重点建设道路、环保、供电、生活服务等设
施，加快建设职工培训、物流仓储、检验检测等配
套设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加快产城融合，培育
特色园区，使之形成百花竞放、错位发展、各具竞
争力的发展格局。

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 在很大程度上以其工
业实力为标志。从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周
口市与全省、全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全市立
足实际，奋起直追。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全市坚
决摒弃高能耗、高污染、低科技含量的传统粗放型
工业发展模式，并将继续按照市委的部署，以创新
思路、奋发状态、务实作风，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
业，不断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在推进“三化”协调
科学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本版文字、图片均由周口日报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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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周口市简介

周口位于河南东南部，豫东区域性中心城
市。历史悠久厚重，距今有

6000

多年的文明史，

素有“华夏先驱，九州圣迹”之美誉，是中华文
明传承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三皇故都文化圣
地”。全市国土面积

11959

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1120.6

万人。周口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老子为
道教鼻祖，所著《道德经》流芳千古；东晋太傅
谢安、文学家谢灵运、现代民族英雄吉鸿昌、历
史名人袁世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