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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人为事在人为 实现新发展实现新发展

过去的2022年，是沧县发展历程中极不平

凡的一年。这一年，在全民抗疫中，彰显了万

众一心的沧县力量；这一年，在知重奋进中，

展示了振奋人心的沧县速度；这一年，在共建

共享中，体现了诠释初心的沧县温度……

2023年，沧县继续以斗争精神迎接挑战，

以奋进拼搏开辟未来，坚决扛起沧州向东发

展、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争做沿海经济强市

建设排头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沧县展现出

美好场景。

千方百计稳增长，经济运
行稳中向好——

抓实政策落地。全年减
免税费6.4亿元；成功申报债
券项目 16个，到位资金 6.03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798万
美元。抓实助企纾困。助企
贷款融资 53.3 亿元；253 家
企业纳入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白名单”，62家企业纳入环
保正面清单。抓实营商环
境。践行项目审批39天办结
制；健全完善服务企业体
系，营商环境考核全市第五。

争分夺秒强园区，“双核”
能级显著提升——

沧东经济开发区综合实
力实现跃升。一批重大项目
落地，主营业务收入预计完
成510亿元，迈入500亿级开
发区行列。高铁开发区城市
水平全面升级。城市更新强
势开局；石黄高速南互通工
程按时完成征拆；高铁开发
区总部企业数实现翻番，楼
宇企业总量增长56%。

蹄疾步稳上项目，发展动
能加快释放——

招商项目量质齐升。签
约项目 292个，总投资 1076
亿元，绩效考核稳居全市前
三。重点项目成果丰硕。集
中开工项目 77 个，总投资
664.7亿元；在建亿元以上项
目 103 个，总投资 926.5 亿
元，年度完成投资 123 亿
元，其中超10亿元大项目12
个，创历史新高；37个省市
重点项目年度完成投资 85.2
亿元。“多驱”项目多点开
花。把乡镇产业聚集区作为
项目建设重要载体，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163 个，
总投资 653亿元。兴济镇大
玺包装实现当年建设、当年
投产、当年升规。

驰而不息调结构，产业发
展提档升级——

强力推进创新驱动发
展。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减免税收；出台支持
科技创新十五条措施；“专精
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均
有提升。强力推进入园升规
技改。 142 家企业完成入
园，规上工业企业总量达到
234 家，实施技改项目 101
个，实现生产规模和技术

“双提高”。强力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实施“领跑者”企
业培育行动，举办中东欧国
际服装博览会暨第五届河北
时装周，成功打造服装服
饰、药包材、红枣和食品加
工 3个百亿产业集群，正在
向五百亿级产业集群迈进。

多措并举提品质，千年运
河焕发生机——

坚持统筹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挖掘运河文
化。高标准编制沿线整体风
貌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等规
划方案，深入实施“党建+
非遗、印象记忆、薪火相

传、文化惠民、守正创新”
五项工程，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讲好沧县故事，让大
运河焕发古韵新姿。

不遗余力促振兴，乡村面
貌实现跃升——

脱贫成果巩固拓展。投
资 4885万元，实施产业扶贫
项目 7个，全县脱贫人口年
人均纯收入达到 13895 元，
增长 10.47%。现代农业健康
发展。粮食总产量 4.25亿公
斤，粮食安全考核全市优
秀；土地流转率 68%，稳居
全市第一；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总量达到 9家，全
县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达到
75.7% 。 农 村 改 革 纵 深 推
进。省级示范合作社总量达
到 8家，“10万+”村庄达到
360 个，占比 70%。建制镇
数量达到 10个，超过一半。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新开公
交线路、新建维修“四好农
村路”、改造危桥、铺设电力
线路、更新供水管网、问题
厕所实现清零。

坚持不懈治污染，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持续深化大气污染治
理 。 PM2.5 平 均 浓 度 下 降
14.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84 天，创历史最佳水平。
着力改善水环境质量。生态
补水 4860万立方米，压采地
下水 1019万立方米，三级河
长累计巡河 6.5 万次，“五
乱”问题动态清零，8条考
核河流水质全部稳定达标，
其中 5条达到Ⅲ类标准，河
湖长制考核全市优秀。稳步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健全闭
环管理体系，全面推行林长
制，新增造林2000亩。

用心用情办实事，民生保
障更加有力——

就业保障积极有效。全
年 新 增 城 镇 就 业 10200 人
次。教育质量显著提高。新
建改扩建校舍，严格落实

“双减”要求，“五名培树”
工程效果显著。卫生事业稳
健发展。县医院综合楼顺利
竣工，完成12个乡镇卫生院
和 100 个村卫生室面貌提
升。精神文明全面进步。烈
士陵园红色教育基地改造升
级，举办“百名老兵大走
访”活动，丰富群众文体生
活。社会保障提质升级。
全 年 发 放 各 类 救 助 资 金
5468 万元、优抚资金 4563
万 元 ， 惠 及 群 众 1.57 万
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覆 盖 率 分 别 达 到 98% 、
95% 。 社 会 大 局 和 谐 稳
定。纵深推进常态化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常态开展重点领域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834 家工贸企业实现视频监
控全覆盖，工矿商贸安全事
故零发生。各项社会事业取
得新进步。

展望2023////

奋勇向前奋勇向前 再创新篇章再创新篇章
主要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以

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5%以上，实际利用外资增长5%以
上，进出口总值增长5.5%以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6.5%和8%左右，绿色发展和
安全保障等指标全面完成市定任务。

踔厉奋发踔厉奋发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勇毅前行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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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提振信心
力促经济运行稳增长

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加力。实
施重大项目强引领增动能行动。开展
低效闲置项目用地清理整治，逐地块
逐项目查找问题、压实责任、分类处
置，确保“马拉松式项目”实现清
零。确保在建亿元以上项目 100个以
上、年内完成投资120亿元以上。

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实
施招商引资突破年活动。围绕京津、
雄安、长三角开展叩门招商，确保签
约产业项目 130个以上，亿元以上项
目35个以上。

全力推动居民消费提档升级。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稳定
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激发农村
消费，千方百计推动各项消费类和服
务业指标尽快“浮出水面”，继而

“彻底上岸”。

聚力向海图强
打造沿海经济强引擎

全面提升沧东经济开发区能级水
平。抢抓沧州城市向东发展机遇，加
快与中心城区一体化联动发展，加强
与渤海新区黄骅市产业分工合作，打
造沿海经济强市建设的战略支点；借
助石衡沧港城际铁路等交通优势，加
快建设物流强县；实施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提升行动，提升社会治理和消防
救援能力；评选十大项目重点帮扶，
优先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工业用地全
部带标准出让；确保开发区主营业务
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税收收入分别
增长30%、20%、20%以上。

全面推动高铁开发区加速崛起。
坚持城市更新为人民；提高高铁片区
教育水平；全力推进黄河路西延项
目，激活沿线发展潜力；加快实施高
铁片区供排水管网建设；用好用足楼
宇经济支持政策，确保新增总部企业
10家以上，楼宇企业 200家以上，税
收增长30%以上。

全面增强产业聚集区驱动能力。
支持各乡镇因地制宜、各显神通，打
造产业聚集区，更好发挥吸引项目、
做强产业、带动增收的驱动作用。支
持10个建制镇立足自身优势和产业基
础，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卫星城，让

“多驱”建设多彩更出彩。

聚力产业升级
做强县域经济硬支撑

用朝阳思维做优传统产业。深入
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标准化
品牌化质量提升、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年内实现备案技
改项目 150个以上、新增规上工业企
业50家以上。重塑传统产业发展新优
势，加快建设装备制造强县。

用集群理念做强特色产业。坚持
以入园为抓手，持续提升园区能级水
平，引领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着
力构建集研发、设计、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闭合式“服装生态圈”；着力
打造“沧县药包材”的整合平台及全
产业链体系；全面增强红枣商贸示范
区引领效应，引导企业强强联手，加
快推动红枣及食品加工产业迈向中高
端。

用未来眼光做大新兴产业。深化

实施“领跑者”计划，加快强龙头、
补链条、增效益。发挥远景（沧州）
零碳智能产业园等头部企业辐射带动
作用，开展产业链招商，加快建设新
型能源强县。依托重大项目，推动新
材料产业链条式布局、专业化配套、
集群化发展，持续优化发展生态，加
快建设新材料制造强县，助力沧州经
济发展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集约
高效转变。

聚力营商环境
增强区域发展竞争力

坚定不移优化营商环境。深化
“放管服”改革，抓好政务服务标准
化建设，完善预约服务、代办服务等
机制，提高市场主体满意度。对企业
诉求“一事一档”清单管理，做到无
事不扰、有求必应，把营商环境这一
核心竞争力真正树起来、夯实住、成
品牌。

坚定不移激发创新活力。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研发投入提
升行动，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
性政策和支持科技创新措施，确保全社
会研发投入增长10%以上。落实科技特
派员和京津专家“周末到沧”机制，精
准落实人才立县支持措施，推动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确保“专精特新”、高新
技术、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增长3家、
10家、25家以上。

坚定不移深化对外开放。引导
373 家外贸企业多元化开拓出口市
场。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对
接雄安新区建设，确保引进京津优
质项目 50个以上、科技成果 30项以
上、高端人才 50人以上。积极参加
进博会、数博会、廊洽会等高水平
展会，扩大塑料中空制品展影响
力，举办高水平的服装展会，推动
更高层次、更宽范围、更广领域的
对接合作。

聚力文化传承
推动运河新韵再升级

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大运河文化
带。建成纪晓岚文化园，打造成国家
大运河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实现水
利文化展示馆对外开放，集中展示水
工文化和水工智慧。优化铁狮子保护
方案，完成铁狮保护项目。建立文化
遗产数据库，对47处文物保护单位和
8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物一策”
制定保护传承利用方案，实现科学保
护、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打造大运
河文化集中承载地。

加快建设原真唯一大运河生态
带。统筹抓好生态补水、河道清淤和
水质监测保护，统筹抓好沿线绿化提
升和名木古树保护，统筹抓好“坡、
岸、堤”分类保护，保持大运河完整
自然形态，充分体现原真风貌。

加快建设心向往之大运河旅游
带。加快大运河沿线土地流转、规模
经营。谋划推动适宜河段旅游通航，
实现“大运河上、乐游沧县”，持续
扩大“大运河畔、沧县过节”系列活
动影响力，让大运河成为百姓身边的
致富河、幸福河。

聚力乡村振兴
守稳“三农”工作压舱石

打造高质高效农业田园。实施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严守粮食安全底
线。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扶持壮
大特色农业，推动绿色农业、都市农
业、观光农业、设施农业规模化发
展，让更多沧县农产品进入市民“菜
篮子”，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县。

打造宜居宜业农村乐园。深入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按照每年 1条至 2条的思路，实
施国省干道两侧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年内完成沧盐路、廊泊路的规范提
升。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群
众自筹自建，争创省级美丽乡村 23
个。

打造富裕富足农民家园。深入推
进万企兴万村活动，积极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新增合作社 10家以
上。全面推广壮大集体经济 10种模
式，持续规范农村产权平台交易，
确保集体经济“10 万+”的村突破
400 个。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
力，坚决守住“零返贫、零致贫”
底线。

聚力生态文明
构建绿色发展新模式

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健全分
区分级差异化减排措施，完善“白名
单”制度。严格落实河长制，深入推
进土壤污染防治。

以更严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修复。
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推动

“林长制”向“林长治”转变，接续
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强化全社
会深度节水，扩大农业水源置换范
围，加强河流生态补水，坚决保持和
巩固地下水压采成效，实现地下水可
持续利用。

以更高标准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大力实施减污降碳治理，持续优化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
支持企业、园区实施清洁生产和绿色
低碳改造，坚决遏制“两高”项目上
马。大力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倡导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实现
绿色低碳新风尚。

聚力改善民生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

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不断
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健康沧县建设，
活跃群众文体生活，积极发展养老事
业。

持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突出
就业优先，确保新增城镇就业 5000
人以上。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
机制，依法整治欠薪行为。突出社
会救助，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
系，强化低保人员、特困人员等群
体基本生活保障。持续扩大社保、
医保覆盖面。突出保供稳价，统筹
抓好重要民生商品、能源保供稳价
工作。

持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落实
新冠感染“乙类乙管”各项措施，备
足医疗救治资源，保障群众用药需
求，加强重点群体防护，加快老年人
疫苗接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
展，加强金融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防
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
社会治安总体防控，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沧县，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

2022 年，沧县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66 亿
元，增长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9%；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9.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5.1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达到43440元和20570元，增长5.3%和6.1%。

为民服务保路通为民服务保路通

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城项目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城项目

远景远景（（沧州沧州））零碳智能产业园项目开工零碳智能产业园项目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