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40年 汝州撤县建市 30年特别报道之经济社会篇

改革开放引领经济发展 撤县建市谱写辉煌篇章
文 /史占京 李翔宇

年 月 日

星期五
编辑：郭慧利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因汝河贯穿全境

而得名，是一个历史文化厚重、经济比较发达、人口

120万的省直管县级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与时俱

进，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市实

际的改革、开放、发展之路，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

成就。认真回顾总结我市改革开放 40年，撤县建市

30年来的光辉历程，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自觉融

入建设生态、智慧、健康、文明、幸福汝州和豫西南

区域性副中心城市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 成就伟业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市实现了经济总

量、产业结构、基础建设、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持续、

稳步、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大大提升，人民生

活不断改善，决胜全面小康迈出坚实步伐。

（一）经济总量跨越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之初，以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

发展为突破口，我市先后荣获河南省“十八罗汉”、

乡镇企业的“五虎上将”等众多荣誉，让我市从一

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农业大县，逐步发展成为一座

新兴工业城市。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市经济发展

多年来的资源带动型增长方式，随着资源的枯竭

和环境约束的加剧，进入了转型发展的阵痛期，同

时也处于转型期和深层次矛盾的凸显期。我市站

在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积极谋

变，增创发展新优势。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取得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仅 2017

年以来，我市就获得了全国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试

点市、全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市、全

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市、全国

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市等 20余项国家级、省级试

点和示范。

1978年，全市 GDP总量为 1.61亿元，到 1990

年跨上了 10亿元台阶，到 2005年突破百亿元大

关，年均增长 6.8亿元；2015年全市 GDP总量达

到 362.33亿元，2017年达 433.69亿元，增长 9.6%；

地方财政收入由 1978年的 0.4213 亿元，提高到

2017年的 37.15亿元，增长 88.18倍。1988年以前，

全市人均 GDP在 1000元以下，1993年突破 2000

元，1997年突破 5000元，2004年达到 9484元，按

当年汇率计算突破 1000 美元，到 2015 年达到

38972元，突破 6000美元。2017年人均生产总值

46105元，比上年增长 8.4%。改革开放 40年，撤县

建市 30年来，全市人均 GDP年均增长 10.8%。

（二）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内生动力大幅提升
在我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发生了

重大变化，由改革之初的主要依靠第一、二产业推

动，逐步发展为第一、二、三产业共同推动、三次产

业共同发展的增长格局。1978年，全市三次产业结

构为 47.0：32.2：20.8；到 1988年演变为 27.6：43.7：

28.7，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到 2000年变化

为 17.5：52.5：30.0，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比 1978

年提高了 20.3、9.2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不断巩固农业基础的前

提下，工业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工业化进程不断加

快，服务业快速发展。2015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变

化为 10.2：46.3：43.5，第一产业比重比 1978年下降

了 36.8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比 1978年提高

14.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比 1978年提高 22.7

个百分点，提高了一倍多。2017年，全市第一产业

增加值 37.60亿元，增长 4.4%；第二产业增加值

181.59亿元，增长 8.9%；第三产业增加值 214.50亿

元，增长 11.6%。三次产业结构为 8.7:41.9:49.4。我

市已由一个地道的农业大市转变为一个经济大

市。

农业基础稳固。农村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态势，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

著增强。1978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仅为 0.76亿

元，到 2015 年达到 37.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是 1978年的 9.4倍，年均增长 6.2％。2007年至

2017年全市粮食产量连续 10年跨越 40万吨大台

阶，2007年为 42.09万吨，2017年达到 47.98 万吨

的历史最高水平，是 1978年的 2.42倍。农业机械

化水平全面提高，2017 年全市农用机械总动力

163.35万千瓦，是 1978年的 16.8倍。农用拖拉机

3.83万台，与 2016年持平。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进一

步推进，2017年，农业和牧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34.9％和 50.9％，与 1978年相

比，农业比重下降 49.4个百分点，牧业上升 40.8个

百分点。

工业主导地位突出。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

市工业经济实现了大跨越，工业在全市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全

部工业增加值以年均 13.7%的速度递增，2017年达

到 161.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 1978 年的

114.47倍。2017年工业对全市 GDP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 52.8%，分别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高 48.4个

和 13.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5%。

服务业快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

展，生产、生活的服务需求明显扩大，第三产业开

始加快发展。2017 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214.5亿元，增长 11.6%。按可比价格计算，是 1978

年的 85.33倍，年均增长 12.8%。其中，2007年至

2017年均增长 14.1%。房地产业发展迅猛，2015年

实现增加值 10.44 亿元，占服务业比重的 6.6%。

2017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14.84 平方米，增长

104%，已成为现代服务业中的一大亮点。旅游业全

面升温，2015年我市接待游客总人数为 181.72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71亿元，同比增长 16.8%。

2016年我市接待游客总人数为 223.31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1.97亿元，同比增长 22.9%。2017年

我市接待游客总人数为 292.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 3.1亿元，同比增长 58.2%。金融业功能日益完

善，2017 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21.53 亿元，增长

11.5%。金融机构年末各项存款余额由 1978年的

0.18亿元增加到 2017年的 230.85亿元，各项贷款

余额由 0.36亿元增加到 206.73亿元。

（三）基础建设硕果累累，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投资总量日益增加，经济发展基础保障有力。

增加投入是改革开放之后、较长一段时期里推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1979年至 2015年，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1547.9亿元，先后于 1991年

超过亿元、2004年超过 10亿元、2010年超过百亿

元，2015 年达到 286.38 亿元，2016 年达到 332.56

亿元，2017 年达到 374.31 亿元，为 1978 年的

2201.8倍。其中，2013年至 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长 13.7%，5年累计投资占改革开放

以来的比重达到 69.7%，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

支撑。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市各

项社会事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

从基础设施看，2015年以来的 3年中，全市基础设

施累计投资达到 300.39亿元，交通、通信、供水、供

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条

件显著改善。城乡公路总里程由 1978年的 233公

里增加到 2017年的 2836公里，增长了 12.17倍。

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宁洛高速、二广高速及林桐高

速贯穿全境，总里程达 101.18公里，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出行，有力地促进了我市经济的积极发展。

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面貌日新月

异。1988年底，城区面积 16.5平方公里，人口 10.3

万人。2014年以来，我市借助国家园林城市、国家

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和百城建设提质的

东风，加快城市道路、供水、供气、供暖等基础设施

建设，为市民构筑了和谐温馨的新家园。实现了由

昔日“半城煤灰一城土”到今日“一城青山半城湖”

的华丽转身，2017年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18年 6月，荣

获 2018—2020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奖。

截至 2018年 6月底，我市城市建成区面积 43.54

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 42万人；城市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 40.42％、绿地率 35.35％、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15.78平方米，实现了高质量的发展跨越。

（四）人民生活摆脱贫困，基本实现总体小康

经过 40年的改革开放，我市人民生活逐步由

贫困、温饱走向富裕。从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基

本摆脱贫困实现温饱；90年代初至 90年代末，主

要是从温饱向基本小康过渡；进入新世纪以来，由

基本小康开始向全面小康过渡。

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2017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6129.5元，增长 9.4%，为 2007

年的 3.85倍；农村居民人均现金可支配收入达到

15459.9元，增长 9.3%，为 1978年的 229.2倍；城镇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 47864 元，为 1978 年的

77.95倍。

城乡居民储蓄不断跃增。1978年，城乡居民储

蓄存款年末余额为 648 万元，1988 年超过亿元，

1994年超过 10亿元，2012年超过百亿元，2017年

达到 230.85亿元，为 1978年的 3562.5倍。城乡居

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逐

年加快，2017 年达到 10882.2 元，增长 8.9%，为

1978年的 53.1倍，年均增长 11.9%。生活消费水平

不断提升，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

逐步降低，恩格尔系数分别由 1985年的 45.8%降

至 28.9%。

消费结构升级明显。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市场

供应充足、消费环境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社

会保障逐步健全完善等积极因素的强力推动下，

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年

均 15.8%的速度递增，2017年达到 149.95亿元，增

长 12.8%，为 1978年的 287.5倍。城镇居民以住房、

汽车为标志的“住行”消费，以移动通讯、电脑、高

档电器为标志的通信信息消费，以休闲旅游、文化

教育等为标志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吃、穿、耐用

消费品档次的不断提高，消费领域进一步拓宽，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农村居民

以住房和家电、通信产品为主导的消费结构升级

趋向明显，吃、穿、用等消费的内容和层次也快速

提高。城乡居民从百元千元级消费向万元十万元

级消费提升，由原来简单的数量增长向数量增长、

结构调整、品质提高并行演变，由过去的生存型消

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化。

（五）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经过 40年的改革开放和撤县建市 30年来的

发展，市场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

商品市场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全市已基本形

成了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有形市场

和无形市场相结合、以批发市场为主导、零售市场

为主体的多层次、多门类的商品市场体系，形成了

遍布城乡的流通网络和商业网点、多种经济成分、

多种市场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商品市

场格局。绝大多数商品已经形成了跨区域的流通

网络。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除了少数涉及

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仍然实行指令性计划

外，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由市场供求

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得到初步发

挥。

与国际市场联系更加密切。改革开放 40年，

撤县建市 30年来，我市开放带动战略取得明显成

效，对外经济发展迅速。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2010年的 5万美元到 2015 年的 4519 万美元，增

长了 903.8倍，年均增速 65.5%。我市招商引资效果

明显。2005年至 2017年，全市累计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达到 118039万美元。

多元化市场主体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全市市

场微观主体所有制结构日趋多元化，国有企业、外

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共

同竞争的格局初步形成。个体、私营已取代过去国

营、集体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市场发展的主要力

量，市场份额逐步提高。2017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

比重为 68.9%。其中，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的比重、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分别达到 81%、87.7%。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生机

和活力日益显现，成为市场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因素。

（六）可持续发展迈出可喜步伐，经济发展质
量明显提升

节能降耗迈出实质性步伐。万元 GDP能耗自

2006年开始，当年下降 3.94 %，2014年万元 GDP

能耗降低率为 -5.6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

加值能耗降低率为 -10.08%，是节能降耗取得明显

成效的主要因素。

政府企业增收实现双赢。2017年，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达到 30.07 亿元，增长 32.6%，为 1978

年的 71.37 倍，较 GDP 年均增速高 2.29 个百分

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

润 31.22亿元，增长 53.4%。

（七）社会事业发展逐步加强，经济社会发展
协调推进

教育普及发展。义务教育全面展开，经过多年

的奋斗，我市的“两基”工作，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全面实现。

2017年，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 880所，教育人口

278954人，在校生 264180人。教育支出 11.57亿

元，增长 18.3%。

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 40年，撤县

建市 30年来，全市科学技术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科技进步的贡献大幅提升，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强大动力。2017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1654人，经费支出 4.12亿元，比上年增长 64.8%。

年末共有省级院士工作站 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14个；省级创新型龙头企业 1 家；国家高

新企业 15家。省级科技进步奖 1项。申请专利 567

件，授权专利 247 件；有效发明专利 89 件，增长

78%。签订技术合同 27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8106

万元，增长 25.1%。

卫生医疗保障能力逐步改善。2017年全市共

有卫生机构（含村卫生室）529个。其中，市级公立

医院 8个，民营医院 10个，厂矿及其他医院 6个，

卫生院 1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个，妇幼保健

院（所、站）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个，

卫生监督检验机构 1个。截至目前，我市共有设床

位医疗机构 46家，医师 2002人，护士 2009人，核

定床位 4176张，实际 5464张。卫生技术人员（含村

卫生室）5433 人，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

站）卫生技术人员 26人。乡（镇）卫生院 15个，社

区服务中心 5个，核定床位 633张，实际 862张，卫

生技术人员 842人。2017年全市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人数 540218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 11万人。全年共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资金 1916.55万元，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5691人。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 5424.93万元，

农村享受最低保障人数 33737人。发放城乡医疗

救助资金 1215.4万元，救助 86323人次。明显改变

了农民群众“小病拖、大病扛”和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状况。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到 2017年底全市共有公

有制艺术表演团体 1个，文化馆 1个，公共图书馆

1个，博物馆 2个（其中，民营博物馆 1个）。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7 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6

个，其中，入选国家级 1个，省级 2个，县级 43个。

有线电视用户 8.1万户，广播人口覆盖率 100%，电

视人口覆盖率 100%。年末共有综合档案馆 1个，已

开放各类档案 125733卷（件）。保障了人民群众就

近、便利、有选择地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

的基本文化权益。

总结经验 继往开来

改革开放 40年，撤县建市 30年来，我市经济

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二是必须坚持和不断发展完

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 40年，撤县建市 30年来，

我市发展快，变化大，根本一条就是坚持用邓小平

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广大干部群众，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

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和科学理论指

导。三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改革开放

40年，撤县建市 30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地坚持改

革开放，形成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

优良传统。我市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思想不

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

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 40年，撤县建市 30年来，我市坚持

把解放思想作为实践行动的前提，立足策划先行、

规划引领，确立了“汝瓷文化名城、山水宜居绿城、

豫西南区域性副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凝聚了发

展共识，坚定了发展信心；立足创新思路、破冰前

进，干成干好了棚户区改造、投融资体制改革、新

兴产业发展等一系列过去不愿干、不会干的事情，

实现了重点工作从被动到主动、从起步到提升、从

落后到先进的转变，各项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

改革开放 40年，撤县建市 30年来，我们还坚

持创环境、打基础、利长远，选定影响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持续开展环境建设年

活动，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刮骨疗伤的勇气，敢于

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敢于向各类不公正现象

亮剑，形成了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汇聚了众志成

城谋发展、埋头实干求突破的强大正能量。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

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 40年，撤县建市 30

年来，我市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的根本途径，坚持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办法，解

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实践充分

证明，改革开放是富民强市之路，是加快我市经济

振兴的关键所在。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进一

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以更大的气魄和胆略，把

我市改革开放推向新的水平。

改革开放 40 年，撤县建市 30 年来的风雨历

程只是历史长河的短短一瞬。我市的改革开放虽

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

战。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下

更大力气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始终以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尽心竭力，做好各项工作，决不辜负

人民群众的重托，把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注：本文涉及的各种统计数据，均摘自市统计

局编制的历年《汝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市标全景 黄耀辉 摄

大数据中心 黄耀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