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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0年前的“泥桌子、泥台子、坐着一群泥孩子”，到今
天干净整洁的校园、标准化教学楼、宽敞时尚的塑胶操场……
商丘教育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教育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978年，由于公社和农村大队办学经费严重缺口，商丘的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较差，学校建设和设施出现很大问题。许多
学校无桌凳、无教具、无图书、无实验器材和体育设施，甚至
买不起粉笔。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后，政府号召民
间集资办学，民众涌现出极大的捐资助学热潮。许多村镇利用
集资建起了教学楼，农村的孩子第一次在楼房内上课学习。随
着政府投入力度加大，特别是危房改造专项资金的建立，到上
世纪 90年代后期，全市小学初中基本消灭危房和三无学校，
学校办学条件实现了“六配套”。

进入 21 世纪后，商丘市不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
2007年，全市教育事业费投入达到 253756万元，是 1978年商
丘教育经费总支出2522.2万元的101倍；2017年，全市教育经
费总投入为1107164万元，是2007年教育经费的近5倍。

今年 7月，位于示范区宋城路与星林路交叉口西 200米的
市一中新校区揭牌。作为市政府重点工程、重要的民生工程，
市一中新校区占地 140亩，建筑面积 8万多平方米，总投资约
3.37亿元。市一中新校区的建成使用对于满足商丘人民群众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进商丘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将发挥
重要作用。

开学第一天，千余名学生走进美丽的校园，开启崭新的生

活：漂亮教学楼，整洁的校园，平坦的操场，教学楼内不时传
出朗朗的读书声，好一个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校园。

记者在市第一中学新校区看到，整个校园由四个相对独立
的功能区组成，单体建筑 10栋，400米标准塑胶跑道、报告
厅、体育馆、天文台等一应俱全，教学设备配置高端，环境优
雅，这所按照高标准建成的现代化中学，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新
景象。

市一中新校区的建设，仅仅是商丘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
影。2003 年至 2007 年，全市中小学校舍建设总投资额达
45776.1万元，共改造农村中小学D级危房总面积 71.2万平方
米，改造项目学校 2460个，基本消除了D级危房。2007年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市先后实施了中小学校结构布
局调整、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改薄工程、农村义务学
校均衡发展工程、城区学校建设工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全
市中小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仅 2017年，全市扩充城镇义务教
育资源项目31个，“全面改薄”共投入资金37798.54万元，新
建、改扩建学校513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改扩建、新建农
村寄宿制学校 50所，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7年度
改扩建幼儿园 89所，市一高、市一中、市实小、市实幼、市
回中新校区建设均已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商丘市基础教育实现了特、幼、小、初
（中）、高（中）科学管理，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奋
斗目标，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截至 2017年，商丘市
共有各级各类学校3915所，在校学生180.0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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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今年4月27日，为激发商丘
青年创新创业热情，助推商丘高质量发展，培养造就“双创”
生力军，商丘市第二届“创青春·闯未来”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启动。为期半年的比赛旨在搭建展示交流、资源对接、项
目孵化的平台，帮助广大青年增强创业能力、提高创业成功
率，并重点扶持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导向，在科技含量、商业模
式创新等方面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和团队。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科技创新工
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构建自主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水平得到
全面提升，我市科技创新工作进入全省第一方阵，有力地支撑
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双创”工作，在考评招商引资、

产业集聚区、节能减排等重点工作时，都将科技创新列入了重
要考核指标，将科技创新主体、平台和载体量化纳入目标考
评；实施科技创新激励政策，2009年以来对获认定为国家级、
省级和市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财政分别奖励 20万元、
10万元、5万元，高新技术企业奖励20万元；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从 2010年开始认真落实企业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所得税和
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的税收优惠政策。

2009年至 2013年，商丘市连续三次荣获“全国科技进步
先进市”称号。2017年 9月 27日，在全省十八个地市中，商
丘市率先建立了商丘科学院，围绕商丘创新驱动发展科技需
求，市政府与商丘师范学院签订了共建商丘科学院协议，发
挥各自优势，共同打造商丘市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技术服务、人才引进与培养的综
合平台。

目前，《关于将商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请示》已报送省政府，努力创建省级高新
区。睢阳产业集聚区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通过专
家论证报省政府待批。到目前为止，我市省级高新区总数达到
4家，居全省第一名。全市国家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达到 5
家，居全省第一名；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5家，居全省
第三名；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 56家；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达到 4家；院士工作站达到 3个；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76
家，居省辖市第七名；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达到 15
家；培育省级创新型龙头企业1家，实现了零的突破；省级创
新型科技团队达到9个。

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扎实有效。紧紧围绕我市产业集聚区主
导产业科技创新需求，积极争取省重大科技专项。5年来，共
争取省重大科技专项 11个，争取省财政科技投入 2800万元。
尤其是2017年，我市组织符合条件的6家企业申报省级重大科
技专项，其中，河南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厚德钻石科
技有限公司、商丘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史丹利化肥宁陵有
限公司、河南永煤碳纤维有限公司5家企业通过了省科技厅论
证评审，占省科技厅已立项的 2018年重大科技专项总数的四
分之一，居全省第一位，这是商丘科技发展史上的一次新突
破。这些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成
长性产业、传统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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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
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地满足
人民需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丘的社会事业在废墟上艰难重建。商丘历届党委、政府立足经济相
对薄弱条件下兴办大教育，大力实施“科教兴商”和“人才强市”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原
则，商丘的社会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间，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医疗卫生人事改革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获
得感不断提升，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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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商丘各乡镇卫生院的医
护人员非常少，药物也很有限，医生看病
诊疗仅靠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三大
件”。经过多年发展，我市各乡镇卫生院
均能够很好地提供本辖区内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
理、康复治疗、康复训练等综合服务，农
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病有所医，群众才会拥有更多获得
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商丘卫生
事业发展较快，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健
全，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成效显著，卫生
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明显
增强，为百姓健康织就了可靠的公共卫
生安全网络。截至2016年，全市共有卫
生机构（含村卫生室） 6325个。其中，
医院 79个，卫生院 192个，妇幼保健机
构 9个，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3个，疾病
控制机构10个，卫生监督机构10个。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深化医改和
健康扶贫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紧
紧围绕让人民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
病、看得好病、少生病”的目标，着力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改善卫生
健康服务条件，持续推动健康商丘建
设，全市深化医改和健康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市印发了《商丘市推进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改革
后，公立医院收入结构明显优化，药品收入占比、耗材
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明显提升。截至
2017年年底，全市各级城市公立医院共取消药品加成
(中药饮片除外)3778.55万元，及时增加调整诊查费、护
理费、治疗费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
收入，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率92.93%。

2017年商丘顺利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整合，
统一实施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开展了城乡居
民医保门诊统筹，扩大了医保报销范围。截至 2017年
年底，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72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6%，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稳定在75%左右。

自1997年以来，我市按照国家和省关于事业单位人
事制度改革的部署，围绕“建机制、增活力、保发展”的目
标，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在推行
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新进人员公开招聘制度、岗位设
置管理工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改革开放 40
年来，商丘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人
才作用不断增强，人才贡献率不断提高，在全市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7年年底，全市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26万人，其中高级职称人才
2.1万人、中级职称人才 9.4万人，初级职称人才 14.5万
人。

40年上下求索，40年披荆斩棘。商丘社会事业全
面发展，民生保障持续加强，教育、科技、卫生、文
化、旅游等社会事业实现了快速、健康发展，大大提升
了群众的幸福指数，商丘人民享受到了满满的获得感。

改革，渗透在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承载着人们
对幸福的向往期盼。改革开放40年的不平凡历程证
明，只有让发展成果公平共享，改革才能凝心聚力；
只有让人民幸福安康，改革才能稳健前行。

从生活难到增加收入，从住房难到住有所居，从
上学难到学有所教，从看病难到病有所医……改革开
放40年来，商丘逐年增加民生支出，一系列民生政
策和举措切实落地，步步推进，着力破解民生难题，
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实现了当初的预想目标。

发展的成果、社会的进步、获得感的提升，人民
群众感受最真切，最有发言权。一串串鲜活真实的数
据，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温暖万家、传递幸
福，让人民群众感到安心和舒心。

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商丘
对社会民生事业作出了新定位，确立了新目标，提出
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新举措，力求在发展中补齐民生
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相信，只要把各项改
革措施落到实处，蓝图终会化为现实，群众会过上更
加幸福的生活，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牢记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手记

贫困学子收到“新年红包”。
市民在公立医院进行医保报销。市民在图书馆内学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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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3.37亿元的市一中新校区投入使用。

▶宁陵县史丹利化肥内的无人作业机器人。◀全市中小学面貌焕然一新，孩子们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内读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