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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创佳绩 奋勇争先谱新篇
要要 览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为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
署，担当作为、务实重干，推动
各项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历史性突破，与全国同步
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许
昌在全省大局中的战
略地位更加凸显。

综合实力实现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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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全市生产总值、人均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9%、7.6%，均实现了翻一番

●经济总量位居全省第 4 位，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
阵，所辖县（市）全部进入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百强榜

产业结构日趋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从2012年的9.1：59.9：31.0，调整为2021年

的5.0：52.3：42.7
●制造业占工业比重在90%以上，培育形成智能电力装

备产业1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再生金属及制品、硅碳新材料等
多个超百亿级产业集群，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

●建成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组建省级以上创

新平台195个，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0家，评估入库科技型中

小企业752家，引进和认定92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1004
名高层次人才，城市综合创新能力居全省第3位

改革开放持续深化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纵深推进，营商环境的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

●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1%，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

7.9%，到位省外资金年均增长8.9%，获评全省对外开放先进
省辖市

●创造性开展对德合作，全省首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获
批建设，成为中德工业城市联盟成员城市

●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取得突破，保税物流中心（B型）成
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全方位对外开放
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区域融合加快推进

●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4.58%
●全域获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被确定为全省共同

富裕试点

●郑许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郑汴许“黄金三角区”建设
付诸实施，郑许市域铁路即将通车运营，许昌从都市圈的“南大
门”变为“核心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现“三连冠”，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5个高铁站投入使用，形成以京港澳、盐洛等6条高速为
支撑的“米”字形高速公路网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PM2.5年均浓度下降至
44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浓度下降至69微克/立方米，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71.8%，国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Ⅲ类标
准，土壤环境质量总体安全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55项指标全面达成
●成功创建全省首个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和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城市宜居度连年位居全省第一

群众生活更加幸福

●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生实事全部不折
不扣兑现，涉及民生的财政支出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

重保持在70%以上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1.97万元、

0.98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3.72万元、2.15万元
●教育综合改革走在全省前列，医疗卫生事业长足发展，体育、

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加强，“15分钟民生服务圈”更加完善
●强力开展中心城区房屋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公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位居全省前列

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党建
“第一责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一要务”

●积极开展“五星”支部创建，深入开展“万人助企联乡帮
村”活动，建立机关干部下沉与基层干部“手拉手”机制

●高质量完成县、乡、村换届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数数 读读

接续奋斗 再谱新篇河南这十年·许昌

昨日，“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许昌专场在郑州召开，
发布我市过去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望未来城市美好发展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许昌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
争先出彩，各项事业均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就。

回顾十年奋斗历程，许昌改革发展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实现的每
一次跨越，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迈入新征程，我
们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紧围绕
“两个确保”，落细落实“十大战略”，以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
建设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打造经济强市、创新强市、开放强
市、文化强市、生态强市，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城乡建设高水
平、人民群众高素质，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贡献许昌力量。

正如市委书记史根治所说：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征程
上，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有许昌500万人民的共同奋斗，在河南高质量发展
的进程中，许昌一定能够奋勇争先、更加出彩！许昌，许昌，许昌定能
“许君以昌”！

全市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均翻一番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全市生产总值从 2012 年的 1759 亿元攀升至 2021 年的 3655
亿元，年均增长 7.9%；人均生产总值从 41060 元提升至 83415 元，年均增长 7.6%，均实现了翻一番。

全域被确定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

2019 年，许昌全域被确定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是河南省唯一入选的地级市、全国仅有
的 2个全域“试验区”之一。

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率在60%以上
城市综合创新能力居全省第3位

全市研发经费投入从 25.1 亿元增长至 59.8 亿元、增长 1.4 倍；财政科技经费支出从 2.1 亿元增长
至 9.3 亿元、增长 3.4 倍，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重由 1.2%增长至 2.8%；技术合同成交额由 3.2 亿元增长
至 10.5 亿元、增长 2.3 倍；高新技术企业从 30 家发展到 300 家、增长 9 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连续多
年高速增长、达到 752家；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率在 60%以上，城市综合创新能力居全省第 3位。

坚持做大产业创新平台、做强科技研发平台并重，建成投用许昌市科
技大市场等高水平双创载体，全市共建成各类“双创”孵化载体 40 多家，组
建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研发平台 248 个，覆盖全市“633”工业发展体系，许昌智能
电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纳入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

坚持把人才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从 2016 年开
始，先后实施“许昌英才计划”1.0、2.0、3.0 版，设立 15 亿元的

“许昌英才基金”，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全市引进和认定包括“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在内的共四批 92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1004 名高层次人才。

产学研合作项目立项数、获得资金数
均居全省第1位

全市 69 家企业与中科院 30 家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29 个项目获得中科院河南产业
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立项支持 2800 万元，立项数、获得资金数均居全省第 1位。

在推进郑许一体化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交通先行，目前，许昌境内 5 个高铁站已全部建成投
用，4条过境高速和许昌北绕城高速正在加快建设。随着郑许市域铁路今年年底的通车运营，许昌与
郑州的 1小时通勤圈将全面成型，形成互联互通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建立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共享机制
实现530项社保业务“全省通办”

积极推进资源共享，以文化、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为重点，争取郑州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向许昌覆盖延伸。建立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共享机制，实现 530项社保业务“全省通办”。

1010 年间年间，，全市累计进出口全市累计进出口 13891389..11 亿元亿元，，年均增长年均增长 1111%%，，其其
中出口中出口 12091209..88 亿元亿元、、进口进口 179179..33 亿元亿元，，实现贸易顺差实现贸易顺差
10301030..55 亿元亿元，，进出口总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进出口总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出出
口总量常年保持全省第口总量常年保持全省第 22；；外贸企业达到外贸企业达到
600600 家家，，年均增长年均增长 44..66%%，，产品出口到产品出口到
130130个国家和地区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签订对德合作项目协议139个
其中落地项目70个，均居全省首位

2016 年以来，德国 80 多家知名企业和机构先后来许昌考察；许昌经贸代表团 10 多次大
规模赴德交流，150 多家企业参与其中，合作交流覆盖直接投资、技术研发、设备引进、职业教
育、健康养老、共建园区等多个领域，累计签订对德合作项目协议 139 个，其中落地项目 70
个，签约项目和落地项目数量均居全省首位。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累计约80万人
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保持为零

十年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累计约 80 万人，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保持为零，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 3%左右；返乡创业农民工达到 12 万人，带动就业 53.1 万人，禹州市、襄城县被
认定为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

今年1—8月，引进省外资金343.1亿元

与时俱进创新开放招商方式，围绕许继等龙头企业、电力装备等优势产业、循环经济产
业园等特色园区，动态完善重点产业链图谱和招商路线图，推行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等
新模式，今年 1—8 月，全市共组织招商小分队 119 批次，洽谈项目 229 个，引进省外资金
343.1 亿元。

今年1—8月，跨境电商交易额16.8亿美元
总量稳居全省第2位

大力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B 型）、跨境电商等开放平
台建设，积极服务外贸企业，全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保税物流中心（B 型）去年 10 月封关运
营，入驻企业 166 家，累计实现进出口超 10 亿元，业务规模居全省第 2 位、全国第 23 位。跨境
电商经营企业突破 2000 家，今年 1—8月交易额 16.8亿美元，总量稳居全省第 2位。

创新开展“万人助企联乡帮村”活动
全力推动企业发展

在“万人助企联乡帮村”活动中，市、县两级选
派 5300 余名干部，实现“四上”企业、重点中小微企
业和“双创”团队全覆盖，全市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全帮扶。截至目前，全市共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3860 个，已办结 3859 个，经回访核实，已办结问题
企业满意率达到 99.9%。

深化改革，2033项市
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不见面审批”

全市 2033 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不见面
审批”，1376 项实现“即来即办”，2071 项实现“最多
跑一次”，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限压缩比 89.65%；企
业开办零成本，全流程实现 0.5个工作日办结。

截至今年 8月底，市
场 主 体 总 量 达 到
40.19万户

市 场 主 体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根 基 和 动 力 。 截 至
2021 年 年 底 ，全 市 市 场 主 体 共 有 35.17 万 户 ，是
2012 年的 2 倍。截至今年 8 月底，全市市场主体总
量达到 40.19 万户，较 2021 年年底又增长 14.2%，增
幅居全省各省辖市第一位。

全市民生支出占财政
支出比例均在 70%
以上

十年来，全市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均在
70%以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到 37196 元和 21462 元，分别是 2012 年的 1.89 倍和
2.19倍，年均分别增长 7.3%和 9.1%。

建设教育项目300余个，增加学位17万
个以上，有效缓解城区“大班额”“择校热”
问题

自 2017 年开始连续实施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攻坚、新三年攻坚计划，累计建设教育项目
300 余个，增加学位 17 万个以上，有效缓解了城区“大班额”“择校热”问题，明显改善了农村办
学条件。目前，全市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7.24%，比十年前提高 28.54 个百分点；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达到 99.76%，提高 8.56 个百分点；普通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达 88.82%，提高 3.82 个百
分点。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3965个
每千人床位数等均增长一倍以上

坚持把健康作为群众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目前，全市
医疗卫生机构达到 3965 个，每千人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由 2010 年的 2.69张、
1.12 人、0.96 人分别增加到 2021 年的 6.15 张、2.75 人、2.76 人，均增长一倍以上；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电子健康卡应用等多项工作被列为国家试点，走在了全国、全省前列。

923个社区基本实现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加快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探索创新公建国营、公建民营、配建民营等多元化运
营服务模式。目前，全市 28 个街道全部建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923 个社区基本实现养老服
务设施全覆盖，有效满足了不同层次老人的多样性养老需求。

193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
累计脱贫5.8万户18.6万人

建立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持续提高基本民生保障和覆盖面，193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
序列，累计脱贫 5.8 万户 18.6 万人，2020 年全市 10.43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了
特殊困难群体与全市人民一道步入全面小康。目前，全市五项社会保险基本实现制度、人群
全覆盖，年均享受低保人员达到 9.9 万人；城市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 260 元提高到 630 元，农
村低保标准从每人每年 1400 元提高到 5400 元，分别增长 1.4 倍、2.9 倍，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均居全省前列。

荣获20余项“国字号”名片
城市宜居度多年稳居全省首位

倾力打造 15 分钟休闲健身圈、医疗卫生圈、智慧阅读圈、养老服务圈和生鲜便利圈等“便
民服务圈”，进一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获得了市民广泛好评。十年来，我市
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等 20余项“国字号”名片，城市宜居度多年稳居全省首位。

务实高效推进“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取得良好效果

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始终，通过对标对表向上看、对比
借鉴向外看、前瞻思考向前看，推动思想大解放，推进改革再深入、实践再创新、工作再抓
实。把实战作为落脚点，开展大学习、大培训、大练兵、大提升，大力弘扬“高效率、快节奏、勇
担当、抓落实、令行禁止”工作作风，确保“大事办好、急事办妥、难事办成”。坚持“活动即工
作、工作即活动、两结合两促进”，以活动推动工作落地，以工作实绩来检验活动成效。

（本报记者张辉整理）

实现贸易顺差1030.5亿元
进出口总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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