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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栉风沐雨，十年砥砺奋

进。如今的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正处

于加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

期，围绕纺织服装、机械装备制造

等主导产业，建成了嫘祖服装新

城、畜牧机械产业园、新型包装材

料产业园等特色园区，成为全国

最大的畜牧机械装备制造基地、

中部最大的针织服装生产基地和

全国知名新型包装材料生产基

地。

坚定不移抓建设、树形
象，城乡面貌显著改善

加强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以人
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建设“花海旅游新
城”为目标，大力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县城建成区
面积由 2012年的 25平方公里发展到
2021 年的 30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
高了13.5个百分点。城区路网更为通
畅。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深入实施，新
建改造启航路、107国道城区段、北大
街、西漯快速通道等主干道路 32条，
新建改建桥梁 7座，形成了内畅外联
的路网体系，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连续
三年被评为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
作先进县。生态水网更具灵气。“三
河”生态水系工程全面完成，幸福渠治
理稳步推进，玉镜湖、念祖湖碧波荡
漾，成为了水鸟嬉戏的天堂。城乡绿
网更加密实。柏国文化园、法家文化
园等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嫘祖海棠园
建成开园，生态湿地公园加快建设，海
棠花开涌西平，花海新城展芳容。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深入推进，道路两旁
绿树成荫，村庄周围花木繁茂，乡村游
园星罗棋布，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典范城市、全省首批森林城市，成功
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城乡交通更加
便捷。农村公路条件不断改善，修建
农村公路桥梁 23座，通村道路 249公
里，更换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179辆，
增加公交站亭 255座，实现了城乡公
交和客运“村村通”一体化，成功创建
省级“万村通客车”示范县。城乡环境
更优美。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城

市管理人文化、智能化、精细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城
乡环卫实现一体化，建成“四美乡村”
示范村 82个，被定为国家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被评为国家卫生县城、省级文
明城市。

坚定不移抓改革、促开
放，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
发市场活力，增强高质量发展主动
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放管服效”
改革持续推进，政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100%，“最多跑一次”事项1779项，容
缺办理事项 140项，“一证通办”事项
124项。开放水平日益提升。第11届
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大会、中国畜牧
机械设备发展大会暨国际智能化装备
高峰论坛等多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产业
发展会议，在西平县顺利召开；成功举
办两届“6·26中国服装直播日”活动，
开启了中国服装直播元年。各项改革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
作全面完成，激活了农村生产要素潜
能。县乡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减县补
乡”编制下沉，夯实了基层基础。财政
税收、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
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坚定不移补短板、惠民
生，人民福祉持续增进

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问题，持续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切

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居民就业更加充分。建成人力资源产
业园，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3.8万人，城
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教育事
业均衡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
面改薄”扎实推进，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校 290所，有效缓解城区“大班额”问
题，教育教学条件持续改善，顺利通过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
健康西平成果显著。新建标准化村
卫生室 102所，县域医疗共同体初步
建成，县人民医院连续四年进入全国
县级医院 300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持续提高。万人健步走、万步有约等
活动广泛开展，全民健康意识明显增
强。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养老保险、
城乡低保、医疗保险、特困供养提标
扩面，临时救助、医疗救助、慈善事
业、残疾人事业加快发展，有力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平安西平扎实
推进。探索“信访＋社会心理服务”
模式，群众合理诉求妥善解决；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显著，创新“社会
心理服务＋社区警务”模式，持续深
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高基层
社会治理效能，被评为全国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县、全省信访工作
先进县、全省平安建设优秀县。

十年风雨征程，十年灿烂辉煌。
回首往昔，我们倍感骄傲；展望未来，
我们信心百倍。立足新起点，实现新
跨越，西平县将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拓
进取、实干拼搏，高效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版图片由樊龙飞、崔宝轩拍
摄）

坚定不移谋发展、促增
长，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平县主动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转方式、
调结构这条主线，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不断提高，综合经济实力逐步提
升 。 2021 年 ，全 县 完 成 生 产 总 值
279.2 亿元，是 2012 年 123.0 亿元的
2.3 倍，年均增长 8.3%；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5.3 亿元，是 2012 年 4.1 亿元的
3.7倍，年均增长15.7%；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 69.4亿元，年均增长 10.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55.3亿元，是
2012年 115.5亿元的 3.1倍，年均增长
13.3%；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2 年的
32.3∶37.2∶30.5 优 化 为 24.9∶33.9∶
4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30325元和
16191 元，是 2012 年 16206 元的 1.9
倍、7226元的 2.2倍，年均增长 7.2%和
9.3%；全县人均生产总值达 4.3万元，
是 2012年 2.0万元的 2.2倍，年均增长
9.1%。

坚定不移攻堡垒、克难
题，三大攻坚成效显著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全县 68 个
贫困村如期出列，村集体经济收入均
在 12万元以上；16406 户 45576 名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扶贫资产管理“四
张清单”等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县
扶贫办荣获“全国乡村振兴（扶贫）系
统先进集体”称号。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定打赢蓝天保卫战，完成 6.3
万户居民“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并
网新能源电站 73 座，消纳清洁能源
5.2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 54万吨，
2021 年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达 283
天。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小洪河断
面水质全面达标，保持了“一汪清水

向东流”。坚持推进净土保卫战，加
强土地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废
弃农膜回收处理扎实开展，全县土壤
环境质量总体良好。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地方存量债
务有序化解，隐性债务零增长。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稳定，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被评为全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全
市安全生产先进县。

坚定不移稳增长、促转
型，产业协同竞相发展

工业经济不断壮大。智尚工园、
畜牧机械产业园、包装材料产业园等
特色园区相继建成，北京爱慕、蚕神
源智能针织、中哲服饰、领秀服饰等
企业纷纷入驻，鼎力杆塔、金凤牧业
等企业加快发展，纺织服装、机械装
备制造产业集聚集群态势日益显现，
形成了一区多园、竞相发展的产业格
局，被定为国家智慧型纺织产业园区
试点、全省畜牧机械特色产业集群。
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建成高标准农
田 35 万亩，2021 年粮食总产达 95.9
万吨，比 2012 年 88.8 万吨增产 7.1 万
吨，增幅 8%，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
提升，“西平小麦”“西平红薯”荣获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称号；伊利集
团优然牧场项目顺利实施，丰源和
普、海蓝牧业等企业不断壮大，现代
畜牧业快速发展；培育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3900 多家，农业发展活力
充分迸发；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中国农民电影节”，被定
为“三农影视拍摄基地”。第三产业
繁荣活跃。餐饮食宿、批发零售等传
统服务业规范提升，评定首批“明厨
亮灶示范店”53家。个体私营经济蒸
蒸日上，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服务
业较快发展，建成乡村物流服务站
（点）216 个，被定为国家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全省农产品电商十
强县。

与永强集团签约。⑥5

县领导在老王坡现代农业示范区调研“三夏”生产。⑥5

县领导看望最美产业工人。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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