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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规划生态修复和森林河南建设

2035年基本建成生态强省
本报讯（记者 曹婷 通讯员 王星）昨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

了解到，《河南省“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森林河南建设规
划》出炉，明确到 2025年，森林河南基本建成，2035年，生态强省
基本建成。

根据《规划》，到 2025年，森林河南基本建成。大河大山大平
原保护治理取得重大进展。森林资源稳步增加，森林质量显著提
升，碳汇能力明显增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全面完成，生物多样
性得到有效保护，绿色富民产业更加兴旺，森林、草地、湿地、农田
等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明显增强，黄河生态廊道基本建成。

《规划》提出，河南将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一带
一区三屏三廊多点”空间分区。“一带”为黄河生态带；“一区”为平
原农业生态涵养区；“三屏”为环绕在省域西部、南部的太行山、伏
牛山、桐柏—大别山三大生态屏障区；“三廊”为淮河、南水北调中
线、隋唐大运河及明清黄河故道等生态保育廊道；“多点”为自然保
护地、国家储备林、国有林场、绿色富民产业集群等重要节点。同
时，还将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林业保护发展三大重点区域，分
别是生态保护保育、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重点区域。

《规划》明确，河南将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林业保护发展重
大工程。通过全面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明确黄河沿线、山地屏
障区、重要生态廊道和生态斑块、平原农业生态涵养区及城镇空间
的生态修复主要任务，为科学谋划重大工程提供依据。

生态修复方面，重点开展黄河、淮河、南水北调中线干渠、隋唐
大运河及明清黄河故道和沙颍河等重要生态廊道修复建设工程，
南太行、伏牛山、桐柏—大别山等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修复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和城镇生态空间品质提升工
程，为建设生态强省奠定基础。

林业保护发展方面，重点开展优质森林培育工程、天然林保护与
修复工程、自然保护地建设工程、林资源保护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工程、
林草特色种植产业工程、森林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和碳汇产业工程。

农村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重点任务明确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18日下午，收听收看全省农村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行动第二次视频调度会后，我市立即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全市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杜新军，副市长李喜安参加会议。

上个月，我市启动了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重点的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市工作专班三个督导组每周对所有区
县（市）进行督导，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督促整改。市直部门和县乡
村条块结合，实行“四结合、四推动”工作机制，将专项整治行动与
城乡结合部综合改造工作相结合，与“三个清零”工作相结合，与乡
村绿化行动相结合，与灾后重建工作相结合；（下转二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 王
世瑾）1月 19日，我市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
产电视电话会议后，市长侯红接续主持召
开会议安排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市领导高义、史占勇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清醒认
识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时刻绷
紧安全生产之弦，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按照理直气
壮、标本兼治、从严从实、责任到人、守住底
线要求，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任务和防范
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努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是底线、红线，要注
重源头治理，进一步加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坚持关口前移、防范在先，注重风险隐患研判
会商，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日常演练，大力实
施应急管理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要突出重点部位，强化

“隐患就是事故”意识，坚持标本兼治、长短
结合，紧盯重点区域、重大活动、重要时段，
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持续深化煤矿和非煤
矿山、建筑施工、消防、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
领域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扎实推进燃气、危
化品安全集中治理，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
故发生。要拧紧责任链条，扛牢“促一方发
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落实三管三必
须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快完
善安全监管执法体制机制，进一步抓好安全
生产基础性工作，多渠道、多种方式加大基层
基础安全投入，全面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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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公告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郑州市开展 2021~2022 年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现公示如下：

进驻时间：2021年 12月 29日~2022年 1月 22日
受理举报电话：0371-61738039
专门邮政信箱：郑州市A454号邮政专用信箱
邮编：450000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省委第一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郑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
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1年12月29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
森）1月 18日 17时至 1月 19日 17
时，“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共
接到1552条信息，处理1513条，办
结1085条。
连夜安排腰椎砸伤工友转院治疗

1 月 18 日夜，刘先生向“郑在
抗疫”平台求助，称一名工友在金
水 区 一 工 地 被 防 水 材 料 高 坠 砸
伤，在郑州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腰
椎爆裂性骨折，急需转至骨科类
医院进一步救治，因伤者 1月 5日
晚从安阳林州返郑，距离其解除
隔离还差一天，希望帮忙协调尽
快转院治疗。

当晚，“郑在抗疫”平台对该求
助进行转办，郑州市卫健委安排专
人对此问题进行协调，郑州市骨科
医院负责人与求助人联系了解情
况后，安排伤者转运治疗事项。

19日 8时，市卫健委安排人员
完成对伤者的转运，目前伤者已在
市骨科医院进行诊疗。

为独居老人送爱心护航安全
二七区西工房社区柳先生求

助，他和两个弟兄各自封闭在家，
80多岁的老父亲一人住在郑大市
场街 1 号院，因父亲年龄大做饭
后经常忘记关火，他很担心老人
的一日三餐和生活安全问题，希
望社区提供关怀和帮助。

19日上午，“郑在抗疫”平台将该问题转至二
七区，郑大市场街1号院所在的祥和社区回复，目
前社区和物业人员每天“做饭时看望老人并检查
关火”，接下来，社区将持续上门关注老人的生活
和安全情况。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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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淬炼初心使命
——郑州市城市道路绿化管理处“学史力行”综述

高质量建设郑州美好教育
——市教育局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郑州
市教育局坚持把实践活动贯穿党史
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解决人民群
众对教育事业“急难愁盼”问题，确

保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将党史
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实践成效，切
切实实增强师生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5版、8版

4版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红）1月 19日
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疫情防
控第 65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疫情
防控最新进展情况。

本轮疫情本土确诊950例
统计显示，2022 年 1 月 18 日 0 时

至 24 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33
例。其中安阳市 29例，集中隔离发现
20例、居家隔离发现 9例；许昌市 3例，
均为集中隔离发现；郑州市 1例，为集

中隔离发现。
2021年 12月 31日至 2022年 1月

18日 24时，河南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
病例950例（郑州138例、洛阳10例、安
阳 433例、许昌 361例、商丘 2例、信阳
3 例、周口 3 例），现有在院治疗病例
949例，1例治愈出院。

抓严抓细抓实各项防控措施
当前，疫情在我省郑州、安阳、许昌

禹州等 7地出现。近一周以来，郑州市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为个位数，且多发现
于封控区及隔离人群中；许昌禹州市新
增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安阳市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呈
多点散发、病例多发，并出现了农村地区
确诊病例，防控形势复杂，任务艰巨。

面对疫情，全省上下一心，把扑灭
疫情、治愈病例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
重，抓严抓细抓实各项防控措施，争取在
一个潜伏期内圈住封死捞干扑灭疫情，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下转二版）

河南举行第65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全力以赴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争取在一个潜伏期内扑灭疫情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1 月
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汤加火山
爆发造成严重灾害向汤加国王图
普六世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汤加火山爆

发并引发海啸等严重灾害，造成重
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汤加
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中
汤是相互支持、守望相助的全面战

略伙伴。中方愿为汤方提供力所
能及的支持，帮助汤加人民战胜灾
害，重建家园。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汤
加首相索瓦莱尼致慰问电。

就汤加火山爆发造成严重灾害

习近平向汤加国王
图普六世致慰问电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陈小平）1月 19
日，中央驻豫及省主要新闻媒体座谈会在
郑州召开。受省委书记楼阳生委托，省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霁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心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
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进
一步做好新闻舆论工作，为推动河南更高
水平的发展再立新功。

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新华
社河南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总站
等中央驻豫新闻媒体和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河南广播电视台等省内主要新闻媒体
负责人先后发言，交流工作经验和思路打
算。周霁对大家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
广大新闻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
一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大家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
映群众呼声，生动鲜活记录了建党百年的
丰功伟绩，为河南“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营造了良好氛围。

周霁指出，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
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意义尤为重大。要高

举旗帜，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强起来，用心
学习、用情领悟、用力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定“两
个确保”，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起来，在河
南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河南
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反映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成效。要讲好出彩故事，推动河
南品牌形象强起来，把镜头、画面、声音

和篇幅多留给一线群众，用更多正能量
故事展示中原儿女感人事迹，传播河南
好声音。

周霁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为
中央驻豫和省内新闻媒体开展工作创造
良好条件、提供有力保障。各级领导干部
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改进作风，提升能
力，更好运用媒体渠道了解社情民意、推
动工作开展。

省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王 战 营 主 持
会议。

中央驻豫及省主要新闻媒体座谈会在郑召开

坚定主心骨汇聚正能量
为实现“两个确保”中原更加出彩再立新功

河南外贸一年连跨两个大台阶逆势创新高
进出口首破8000亿元 郑州完成逾5892亿元增长近两成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郑州海关昨日
发布信息，2021 年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
完成 8208.1亿元，比 2020年增长 22.9%，
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 1.5 个百分点，历史
首 次 突 破 8000 亿 元 大 关 。 其 中 出 口
5024.1亿元，增长 23.3%，高出全国 2.1个
百分点；进口3184亿元，增长22.3%，高出
全国 0.8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 1840.1 亿
元，扩大 25.1%。2021年，郑州市外贸进
出口完成 5892.1 亿元，增长 19.1%，占全
省进出口值的71.8%。

2021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呈现以下主
要特点：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位居全
国第十位。2021年，全省外贸连跨 7000
亿元、8000 亿元两大台阶，再创历史新
高。从美元值来看，2021 年全省进出口
1271亿美元，增长 30.7%，历史首次突破

1000亿美元大关。我省全年进出口总值
居中部第一、中西部第二、全国第 10位，
进出口增速位居全国第 15 位。自 2012
年以来，河南外贸进出口长期保持中部第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 年，河
南外贸从 2001 年的 230.3 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8208.1亿元，年均增长19.6%。

2021 年，我国中部地区实现进出口
总值 3.37 万亿元，增长 25.5%，比同期全
国、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增
速分别高 4.1、4.4、5.2和 6个百分点，是全
国外贸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河南外贸
规模占中部外贸的24.4%。

从贸易方式来看，我省以加工贸易方
式进出口为主，一般贸易占比提升，保税
物流方式进出口增速最快。去年我省以
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5081.5 亿元，增长

21%，占全省外贸进出口值的 61.9%，比
2020年减少 1个百分点；以一般贸易方式
进 出 口 2748.1 亿 元 ，增 长 24.2% ，占
33.5%，增加0.4个百分点。以保税物流方
式进出口 325.3 亿元，增长 43.7%。就贸
易结构而言，外商投资企业占比高，民营
企业增速快。2021 年，河南外商投资企
业进出口 3795.3亿元，下降 7.5%，占同期
河南外贸总值的 46.2%；民营企业进出口
3694.4亿元，增长82.2%，占45%。

美国、东盟、欧盟、中国台湾地区和韩
国是河南前五大贸易伙伴。去年，我省与
美国、东盟、欧盟、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分
别进出口 1837.3 亿元、925.5 亿元、873.2
亿元、835.9 亿元和 724.8 亿元，分别增长
37.6%、6.4%、3.3%、20.4%和 50.4%，上述
五大贸易伙伴合计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63.3%，全省外贸增长 22.9%中有 14.5 个
百分点是由五大贸易伙伴拉动。此外，河
南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 2216.8亿元，增
长 17.6%；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825.4亿元，增长16.4%。

以手机产业链为主的机电产品进出口
占全省外贸比重超六成。其中手机、集成
电路和音视频零件三项商品进出口占全省
外贸的52.7%。出口方面，手机、劳动力密
集型产品、人发制品、铝材是主要出口产
品 。 其 中 手 机 出 口 2727.2 亿 元 ，增 长
17.8%，占全省出口的 54.3%；河南手机出
口数量占全国的8.5%，出口金额却能占到
全国的 28.9%。进口方面，集成电路、音
视频设备的零件、金属矿砂是主要的进口
商品。其中集成电路、音视频设备的零件
二者进口合计占全省进口的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