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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一级报纸

□周口日报社出版

□ 本报评论员

秋风送爽，硕果飘香。 在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的壮阔征程中，
周口这座历史悠久而又活力迸发、潜
力无限的城市，以独特的实践成果和
显著的发展成就引起广泛关注。10 月
30 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
实践”系列主题周口专场新闻发布会
在省会郑州举行。 本场发布会不仅是
对周口发展成就的集中展示，更饱含
着对周口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

周口 ， 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
市， 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也焕发着蓬勃的时代生机。 从昔日的
黄泛区到今日的生态宜居之城，从农
业大市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初步构

建，周口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河南实践的生动写照。 在这
里，我们见证了发展的奇迹，感受到
了人民幸福，更领悟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
发布会现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

数据和发展成就，如同一幅幅壮丽画
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周口的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现代农业、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正在
加速形成。 周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不
断探索符合周口实际的现代化发展

路径，以崭新姿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
现代化篇章。

在周口的发展实践中，我们深刻
感受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无论是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周
口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千万人

民。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生
活持续改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
感不断增强。 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周口落地的

生动体现， 也是周口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真实写照。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
近平总书记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要求 。
周口的发展， 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
的增强上， 更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
强劲引领上。 我们着眼于增强新质
生产力的动力活力， 持续强化创新
驱动引领， 科技创新成为广大企业
的普遍共识、实际行动，奏响了周口
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着
眼于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支撑 ，
加快推进工业强市建设， 周口正加
快从 “中原粮仓 ”向 “国人厨房 ”、由
农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转变； 着眼于
稳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盘， 坚持率
先建成农业强市， 乡村振兴周口之
路越走越宽， 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新画卷正在三川大地徐徐展开 ；
着眼于强化新质生产力的枢纽优

势， 奋力打造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
市， 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省的
80%以上 ，临港经济蓬勃发展 ，传统
的内陆城市正在加速蝶变为对外开

放新高地； 着眼于擦亮新质生产力
的文化标识， 全面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 周口已成为近悦远来的热门旅
游城市。

奋楫扬帆，“豫”见周口。 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周口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 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以“人一之、我十之”
的竞进姿态和 “一天当作两天用”的
拼抢状态，坚定扛牢经济大市勇挑大
梁的政治责任，为现代化河南建设作
出更多周口贡献。 让我们共同期待周
口这颗璀璨的豫东明珠，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绽放更加耀

眼的光芒！ ②3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王晨） 10月
30 日上午，由河南省委宣传部举办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周口专场在郑

州举行。 市长詹鹏围绕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周口实践新局面作介绍，并回答
记者提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路培果，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兵，副市长刘颖
回答有关问题。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政府新闻办主任平萍主持发布会。

詹鹏在作主题发布时说，周口因
水而生、因港而兴，既是一座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也是一座
产业发展迅速、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兴
临港城市。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周口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锚
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推
进“十大建设”，以“十二个紧盯”促发
展，以“五个清单”抓项目，以农业强
市“七个专项行动”强基础，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

詹鹏从五个方面介绍了我市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作出

的努力。 一是着眼于增强新质生产
力的动力活力， 持续强化创新驱动
引领。 始终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周口
建设的核心位置， 坚定走好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 “华山一条路”。 国家
级高新区创建取得重大进展，6 个县
区开发区创成省级高新区 ，11 个开
发区创新中心全部建成投用，智慧岛
入驻实验室、创新企业 300 余家。 培
育创新型中小企业 1222 家、 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177 家、瞪羚企业 13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达
到 81.4%，奏响了周口高质量发展的
主旋律和最强音。二是着眼于夯实新
质生产力的产业支撑，加快推进工业
强市建设。紧紧扭住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这个主攻方向， 生物可降解材料、
生物医药、智能零部件三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纺织服装、汽
车零部件、特种钢材等十大特色优势
产业加快集聚，周口正加快从“中原
粮仓”向“国人厨房”、由农业大市向
工业强市转变。三是着眼于稳固新质
生产力的基本盘，坚持率先建成农业
强市。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 粮食总产量连续 6 年保持在 180
亿斤以上，稳居全省第一位。 坚持从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破题，大力发
展粮食精深加工业，355 个国家、省、
市、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乡镇全覆
盖，培育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 9 家、省重点龙头企业 79 家，辐射

带动 120 万农户就业增收。结合实际
创造性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
力开展乡村建设“七个专项行动”，乡
村振兴周口之路越走越宽，一幅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

徐徐展开。四是着眼于强化新质生产
力的枢纽优势，奋力打造国家区域中
心港口城市。 抢抓国家支持内河航
运加快发展和省支持“两河两港”建
设叠加机遇， 建成 8 个规模性港口
作业区， 开通 32 条国内外集装箱航
线， 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省的
80%以上，周口港已成为河南省乃至
淮河流域规模最大、 靠泊能力最强
的内河港口，“公铁水空” 四位一体
的现代物流体系正在形成。 周口钢
铁、 益海嘉里等一批临港偏好型产
业集群集聚，绿色智能船舶 、新型储
能制造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开工建

设， 临港经济蓬勃发展 ， 内陆城市
正在加速蝶变为对外开放新高地 。
五是着眼于擦亮新质生产力的文化

标识， 全面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 坚
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 深度融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统筹文化遗产
保护和城市有机更新， 创新挖掘杂
技文化资源。 太昊陵旅游区创成国
家 5A 级景区 ， 老子故里成为老庄
元典文化的溯源地 ， 金丝猴食品 、

锅圈食汇等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区成

为跨界旅游的新热点新看点 ， 周家
口南寨、 黄泛区农场等省级历史文
化街区， 正在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人
们面前 ，“中国杂技之乡 ”的文旅名
片越擦越亮， 今年前三季度 ， 全市
接待游客、 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9%、55%， 周口已成为近悦远来的
热门旅游城市。

詹鹏最后表示， 新时代新征程，
周口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以“人一
之、我十之”的竞进姿态和“一天当作
两天用”的拼抢状态，坚定扛牢经济
大市勇挑大梁的政治责任，为现代化
河南建设作出更多周口贡献。

在记者提问环节，媒体记者围绕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人才培育、金融
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医改、周
口中心港建设等方面积极提问 。 市
领导詹鹏、路培果、吴兵、刘颖用翔实
的数据、生动的事例认真作答，介绍
了周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

动实践。
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

民日报·人民网、光明日报社、经济日
报社、河南日报社、河南广播电视台
及周口市属新闻单位等媒体记者参

加发布会。 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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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周口专场在郑州举行

詹鹏作主题发布并答记者问

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 非常高兴与我的

同事一道 ， 面对面向大家介绍周口
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首先，受河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口市委书记
张建慧同志委托， 我代表周口市委、
周口市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周口发展的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人

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口三川交汇 、一河穿城 ，因水

而生、因港而兴，既是一座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也是一座产业
发展迅速、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兴临港
城市。 近年来，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 锚定
“两个确保 ”，实施 “十大战略 ”，推进
“十大建设 ”，以 “十二个紧盯 ”促发
展，以“五个清单”抓项目，以“七个专
项行动 ”强基础 ，高质量发展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习
近平总书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 下面，
我从五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是着眼于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动

力活力，我们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
始终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周口建设的核

心位置， 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华山一条路”。在建设创新平台上，
国家级高新区创建取得重大进展 ，

6个县区开发区创成省级高新区 ，数
量居全省第二位，11 个开发区创新中
心全部建成投用，智慧岛入驻实验室、
创新企业 300 余家， 已成为引领全市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培育
创新主体上 ， 创新型中小企业 1222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77 家、瞪
羚企业 13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4 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
覆盖率达到 81.4%，科技创新已成为广
大企业的普遍共识、实际行动，奏响了
周口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二是着眼于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产

业支撑， 我们加快推进工业强市建设。
紧紧扭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攻

方向，生物可降解材料、生物医药、智能
零部件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 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
现代食品、汽车零部件、特种钢材等十
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集聚。 耕德电子、
凯旺科技、金丹乳酸等“链主”企业发挥

关键作用， 通过引培龙头企业 “一个
点”，连缀产业链“一条线”，激活新兴产
业集群“一大片”；周钢宽厚板项目采用
目前世界上规格最大的轧机机组，将为
建设汽车用钢和电磁新材料生产基地

奠定基础，明天就要启动热试；益海嘉
里 100万吨玉米深加工、瑞茂通 120万
吨大豆项目投产达效， 中储粮储备基
地、中农云仓储备库等重大项目相继落
地； 锅圈食汇以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一
跃成为网上“爆品”，莲花味精凭过硬的
质量品牌，再次火爆“出圈”，周口正加
快从“中原粮仓”走向“国人厨房”，由农
业大市迈向工业强市。

三是着眼于稳固新质生产力的基

本盘，我们坚持率先建成农业强市。 坚
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总
产量连续 6年保持在 180亿斤以上，稳
居全省第一位。作为河南唯一的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成省级以上
研发机构 46个，引入许为钢、张新友等

多名院士， 开展种质资源关键技术攻
关，形成了以周麦、周豆为代表的农作
物新品种“周口矩阵”。 坚持从“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破题，大力发展粮食精深
加工业，355 个国家、省、市、县现代农
业产业园实现乡镇全覆盖，培育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9家、省重点龙
头企业 79家， 辐射带动 120万农户就
业增收。 结合实际创造性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大力开展农业强市“七个
专项行动”，县医院有医共体、乡卫生院
有中医馆、村有标准化卫生室，县域医
共体建设成效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医
共体改革的“周口样板”叫响全国；乡镇
驻地实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七种模式”在全国推
广，乡村振兴周口之路越走越宽，一幅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中原大

地徐徐展开。
四是着眼于强化新质生产力的枢

纽优势，我们奋力打造国家区域中心港

口城市。抢抓国家支持内河航运加快发
展和我省支持“两河两港”建设叠加机
遇， 建成了 8个规模性港口作业区、97
个泊位，开通 32条国内外集装箱航线，
沙颍河航道提升工程即将完工，中心港
200万标箱智能化港口加快建设，全市
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省的 80%以上，周
口港已成为河南省乃至淮河流域规模

最大、靠泊能力最强的内河港口，“公铁
水空”四位一体的现代物流体系正在形
成。良好的航运条件带来产业的加速集
聚，周口钢铁、益海嘉里等一批临港偏
好型产业建成投产， 绿色智能船舶、新
型储能制造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开工

建设，临港经济蓬勃发展，我们这座传
统的内陆城市正在加速蝶变为对外开

放新高地。
五是着眼于擦亮新质生产力的文

化标识，我们全面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太昊伏羲陵
旅游区创成国家 5A 级景区， 成为海

内外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圣地。《道德
经》开创中国哲学思想先河，鹿邑老子
故里成为老庄元典文化的溯源地。 金
丝猴食品、 锅圈食汇等省级工业旅游
示范区成为跨界旅游的新热点新看

点， 广大游客在品味舌尖美食中体验
了工业文化的魅力。 我们深度融入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最早的 “方形
城”平粮台城址、年代最早的“粮仓城”
时庄遗址， 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我们统筹文化遗产保护
和城市有机更新，周家口南寨、黄泛区
农场等承载着中原人民历史记忆的省

级历史文化街区， 正在以崭新的形象
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创新挖掘杂技
文化资源， 连续两年承办中国杂技大
联欢，国家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累
计接待省内外游客 400 万人次， 日接
待游客量高峰突破 5 万人次，“中国杂
技之乡”的文旅名片越擦越亮。今年前
三季度，接待游客、旅游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 49%、55%，周口已成为近悦远来
的热门旅游城市。

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将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以“人一之、我十之”的竞进
姿态、“一天当作两天用”的拼抢状态，
坚定扛牢经济大市勇挑大梁的政治责

任，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作出更多周口
贡献！

我先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周口专场主发布词

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 詹鹏

奋楫扬帆“豫”见周 口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王晨） 10 月 30 日，
市委书记张建慧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院长

白仲虎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双方围绕深化产
学研合作、 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
行深入交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宇辉和蔡晓凤，河南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宇鹏等参加会谈。

张建慧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白仲虎教授
一行来周表示欢迎。 他说，周口作为农业大
市、产粮大市，生物基材料资源丰富，发展生
物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年来，周口
坚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依托巨鑫生
物、金丹乳酸等一批知名企业 ，积极谋划以
“一区两园”为支撑的生物经济产业布局，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 加快推动生物医
药、生物可降解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向中
高端迈进， 着力打造生物经济发展新高地。
同时， 我市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聚焦生物可降解材料 、生物医药 、智能零部
件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伏羲实验
室、周师现代产业学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
设，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目前，周口
对高端人才、科技资源 、创新要素的需求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白仲虎教授、孙
宇辉教授等专家学者长期从事发酵工程、合
成生物学等方面研究，视野开阔、理念先进、
经验丰富，研究领域与周口生物经济发展方
向高度契合。 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发挥科研专
长、行业人脉和理论研究优势，在生物医药、
生物基材料等相关领域与周口开展广泛的

交流与合作 ， 注重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
合， 集中资源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贯
通产学研用，推动科技成果加快成为现实生
产力、核心竞争力 ，为周口高质量发展增势
赋能。

白仲虎介绍了学术研究方向、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趋势以及与周口合作的思路，认为
周口在农业资源、生物资源 、交通物流等方
面具有独特优势。 他表示，将充分发挥科研、
人才等优势， 精准对接周口产业发展需求，
加强沟通交流，合力建设产业研究院 ，协同
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共同激发创新创
造活力，助力周口经济高质量发展。 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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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 2035年全面建成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体系
新华社北京 10月 30 日电 （记者

张晓洁 张辛欣 ） 记者 10 月 30 日从
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新材料大
数据中心总体建设方案 》， 计划到
2027 年，搭建形成“1+N”（1 个中心主
平台、N 个数据资源节点） 的新材料
大数据中心架构体系； 到 2035 年，新
材料大数据中心体系全面建成并稳

定运行，数据规模进入国际第一梯队。
新材料大数据中心是促进新材料

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型研发基础设施。
据悉， 新材料大数据中心旨在立足机
制创新、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构建新
材料数据资源中心、 数据产品研发中
心、 数据基础产品和定制化服务提供
中心， 主要功能为构建材料数据汇聚
标准和融通平台、 加强共性和前沿技
术研究、 开展材料数据软件产品开发
应用、提供材料数据公益服务、加强材
料基因领域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
材料数据和技术国际合作等。

建设方案明确了新材料大数据中

心的建设任务，包括搭建新材料大数据
中心架构体系、 建立数据流通应用体
系、优化新材料大数据技术应用生态。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部门将会同相关单位加强统筹

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多元化
资金和数据渠道，加强人才激励、培养
和引进， 强化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
护运用， 扎实推进新材料大数据中心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