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
要求，认真落实市第五次党代会和市委五届历次全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化同步发展，统筹扩大内需
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城市和产业集中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积极服务和融入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
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随州实践。

2024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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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
实、难事办妥，推动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

用心用情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1万人
次以上。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4000人以上。

用心用情织牢扎密社会保障网。确保基本养老、医

保参保率均稳定在95%以上。提高群众医保待遇和
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

用心用情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把全市 70%以上的义务教育学校纳入教联体

建设。持续深化健康随州建设，巩固提升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覆盖率。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让群众就近就便看病就医。

始终保持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清醒和坚定，发扬斗
争精神，狠抓自身建设，着力打造人民满意政府。

突出政治建设，打造忠诚政府。
严格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
锐意开拓进取，打造创新政府。
恪守为政之本，打造廉洁政府。
积极主动作为，打造服务型政府。

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市政府工作报告摘录

回眸 2023
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20.7%。

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 59%，居民收入增长跑赢经
济增速。

县域经济彰显活力。随县入选全省城乡供应链一体化平台
建设试点县，广水市蝉联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中部百强县。
曾都区何店镇入选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新改建农村公路 700 公里，新建 5G 基
站 606 座、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140 个、公共充电桩 1160
根，“快递进村”实现全覆盖。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改造老旧小区 160个、背街小巷 43条、
城区公厕 200 座，新增停车位 3468 个，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片 4
个、示范村整治村 209个。

富民兴村蹚出新路。恢复和新增耕地 7 万亩，建设高标准
农田 17.7 万亩。“随州香菇”品牌价值跃升至 111 亿元，“随州香
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80万亩。

城市加快向内涵式发展转变。花园城市建设三年行动启动实
施，124 个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完成《中心城区城市风貌规划》编
制，10余条道路建成通车，九大片区改造全面完工。

城市文化品牌愈发闪亮。创新举办癸卯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
寻根节，“曾国七百年”成为全国市州唯一参加中华文明国际展示
推介的重点项目，曾侯乙编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三大主导产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专汽产业产值增长 6%，市
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农产品加工业全链条升级，产值增长
6%。文旅产业发展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全年接待游客、旅游收入
分别增长 22%、18%。

产业园区释放活力。大数据产业园入驻企业达到 20家，神农
云二期正式上线，随州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入选中国 5G+工
业互联网年度标杆示范案例。

创新驱动成效显著。新增 1家国家级、2家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新组建 10 家省级专家工作站，新培育 1300 余名高技能人才。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234家，8家企业上榜全国高新区创新
积分 500强。

争资引资再创新高。新签约亿元以上招商项目 216 个、合同
金额 1355亿元。争取中央和省预算内资金突破 10亿元。

重点项目接续发力。全市新开工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326 个、
总投资突破 1100亿元。随州电厂成功并网发电，改写我市无大型
电源点的历史。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欧亚达家居广场建成投用，解放路里外
里商业街、文峰里特色街区盛大开街。“缤纷四季嘉年华”活动升腾
城市烟火气，累计发放消费券 2500 余万元，直接拉动消费 2.5 亿
元。

外贸出口促稳提质。圆满举办外经贸融合发展专汽对接会、
国际香菇产业博览会。专汽出口实现倍增，农产品出口稳居全省
第一，外贸出口总额 115亿元。

市场主体量质齐升。为企业退减缓免税费超过 15亿元，惠及
13 万户次。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30 万户，新登记企业 1 万余家、增
长 47.4%。省级“金种子”“银种子”总量 24家。

现代水网加快构建。㵐水河东岸生态环境提升工程基本完
工，鄂北水资源配置二期、府澴河流域综合治理一期及随县游河、
广水浉河、曾都清水河等中小河流治理有序推进。

绿水青山持续增色。19 个国控省控断面和 3 个县级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优良。新增湖北森林城镇 2个、森林
乡村 8个。

绿色转型步伐坚实。随县石材矿山修复工程通过验收，随县
百万千瓦多能互补基地一期成功并网，全市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323万千瓦。单位 GDP能耗降低 4.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 2.1 万人，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目标超额完成，建成零工驿站 59 家、暖新驿
站 30家。

社会保障兜实兜牢，社会救助标准“十二连增”，城乡基本养
老、医保参保率分别达到 97.2%、98.8%；新增幼儿托位 1580 个、公
办幼儿园学位 2090 个。分配保障性租赁住房 1496 套、公租房 467
套，整治危房 1.7万套。

教育事业持续进步，成立随州教育发展公益基金，组建教联
体 61个，编钟小学、文帝学校等投入使用，全市新增学位 7620个。

卫健服务提质增效，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三年行动全面完
成，市妇幼保健院新院、曾都医院综合楼等建成投用；新组建 7 个
县域医共体。

安全防线更加坚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18.8%、11.8%；食品药品安全稳定向好；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双下
降，地方债务风险稳定可控；市县镇村四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矛
盾纠纷化解率超过 97%。

政府自身建设和治理效能再上新台阶

保障和改善民生成绩可圈可点

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蹄疾步稳

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走深走实

城市和产业集中高质量发展破题开篇

城乡融合发展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5%；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 8%；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粮食产量保持在 29 亿斤
以上；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完成省定目标。

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展望 2024

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民生工程项目

2024年重点做好八个方面工作

坚定实施“工业强市”三大行动，着力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走稳新型工业化之路。

大力实施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行动。高质量推进

专汽之都建设，力争全产业链产值增长 6%以上。
全力打造华中智能装备生产基地。

大力实施供应链高质量建设行动。启动湖北
交投随州智慧供应链产业园建设，打造专汽配件、钢

铁、铝材等大宗原材料加工配送中心。

大力实施龙头企业培优扶强行动。鼓励龙头企业当好链主，因地制宜延
链补链强链，引领推动高端化升级、数智化赋能、绿色化转型。

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推动形成消费和投资相
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加大消费端政策支

持和精准投放力度，举办促消费活动 100场以上，
积极促进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智能家居等大宗
消费。

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开展抓项目促投资

专项行动，做实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谋划可实施项目总投资1800亿元以上。

着力打造有品质的文旅胜地。加快推进炎帝故里文化旅游区 5A级景区
创建，积极推动曾随文化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精心打造城市休闲及大洪

山、银杏谷、月光海、桐柏山五大休闲度假区。

用绣花功夫推动精细治理，以工匠精神促进
品质提升，持续增强城市吸引力、集聚力，让我们
的城市更美好。

持续优化功能布局。完善城南新区城市功

能，加快花溪片区扩容提质，高品质打造明珠新
城。

持续提升承载能力。深入实施花园城市建设

三年行动，今年投入82亿元、实施项目96个。
持续加强运营管理。加快建立城市公共产品投资、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建

好用好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平台，打造智慧城市。
持续推进完整社区建设。统筹抓好基础设施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建设

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确保覆盖率达到20%以上。

持续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
深入实施强县工程，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聚力做强县域镇域经济。提升产业园区集聚
力，支持每个县市区发展 1-3 个主导产业、培育省

级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
聚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新建和改造提升高

标准农田 16.5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314万亩。围绕五大特色产业链，

推进农产品加工业链式升级行动，力争产值增长6%以上。

聚力提升联农带农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00家以上。
聚力加快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

覆盖。推进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新建美丽乡村示范村整治村192个。

积极用改革的办法解难题、用创新的举措求突
破、用开放的手段拓空间，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
效。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推深做实示范区建设 10
项重大改革项目。持续推进随州高新区体制改

革，支持高新区冲刺国家高新区百强。
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武汉、襄阳两大都市圈，深度参与“襄十随

神”城市群一体化，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力争外贸出口增长10%。
汇聚更多创新资源。健全城乡人才引育留用机制，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三年行动，力争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440家。

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围绕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先行区
创建试点和典型经验复制推广。健全政企“直通车+面对面”服务机制。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山清水
秀、河湖安澜的流域治理示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随州。

深入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细化落实流域治
理单元及负面清单，守牢水安全、水环境安全、
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底线。

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强化内源污染管

控，有效应对外源输入，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深入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紧盯“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
色低碳转型。

以共同缔造为载体，深入推进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
现场办公下基层，着力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全力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推动政府服务、
资源、平台下沉，筑牢城乡社区基本单元。搭建逢四

会、家常点、场院会等家门口协商议事平台。
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树牢大安全大应急思维，推动公共安全治理

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持续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畅通和
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坚持链群协同、固本兴新，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步伐

坚持扩大内需、挖潜增效，
巩固拓展高质量发展良好态势

坚持产城融合、有机更新，
精心塑造花园城市初步形态 坚持强县兴镇、强村富民，

加速向现代化农业强市迈进

坚持四下基层、共同缔造，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坚持民有所盼、政有所为，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开放，
激发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活力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续写践行“两山”理念美丽篇章

●打通裕民大道、汉东东路延伸段、文化二路等 5条城市断头路。
●加快推进“全市一个停车场”建设，全面整合停车资源、规范停车秩序。
●完成随城山森林公园一期工程。
●改造老旧小区 112个，启动主城区集中供暖工程。
●完善多层次可持续养老服务体系，新建养老综合体 3个，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 1000户。

大兴调查研究，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持续开展下基层察
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政府工作更加贴近老百姓实际感受。

坚持依法行政，修订《市政府工作规则》，发布全国首个《古银
杏树保护条例》，出台实施《城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

高质量办理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建议案提案 237件。
与 22 省 354 地实现 538 个高频事项“跨域通办”，政务公开工

作被国务院办公厅点名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