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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十四五”现代
服务业发展规划》的起草说明

一、出台《平顶山市卫东区“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

规划》的前期工作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发展动

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举措。出台《平顶山市卫东区“十

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对统筹布局“十四五”期间

卫东区服务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区政府第 13 次常务会议纪要》（〔2023〕1 号）

文件要求，由区发改委牵头编制卫东区“十四五”服务业发

展规划。我委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及时启动《规

划》的调研和编制工作。为顺利实施起草工作，主要开展了

以下两项工作：一是《规划》的起草制定。根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确

定《规划》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结合开发区及各街道的

服务业发展情况，综合考虑现代物流、科技服务、农业智能

化、信息服务等服务业行业发展基础和前景。参考了《平顶

山市现代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3-2035）》、《平顶山

市卫东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等课题研究文件，形成了初稿文件。二是进

行《规划》的修改完善。一方面是开展意见征求工作，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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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3年 9月 12日，10月 10日两次征求了各单位意见和

建议，并进行修改完善。一方面是注重对接上位专项规划，

结合《平顶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平顶山市现代物流业中长期发展

规划（2023-2035）》等上位专项规划，根据我区发展基础和

未来的发展环境，重点考虑现代服务业发展目标，保障规划

的任务目标具有可操作性。

二、《平顶山市卫东区“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

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七章节内容

《规划》共分五个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是规划背

景；第二部分是总体要求；第三部分重点发展领域，具体包

括第三章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第四章节生活

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升级、五章节产业融合培育现代服务

业新模式三章节内容；第四部分为重点发展任务，具体为第

六章节；第五部分为第七章节强化各类保障，实现服务业发

展新突破。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

总结了“十三五”时期我区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

发展基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发展奠

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 总体要求

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区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发展目标、空间布局。打造服务业发展区域。重点

发展科技服务、物流服务、康养服务、文化旅游、农业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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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聚集等现代服务业，着力抓好科技产业及服务业经

济发展。提质服务业发展关键环。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深度融合，增强服务业支撑产业发展能力。重点发展现

代物流、现代商贸等服务业，全面提升文化旅游、农业现代

化、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健康养老等服务档次，不断提高

区域服务业发展质量，形成全区服务业提质发展的重要引

擎。建设特色物流、康养产业发展带。重点发展健康养老、

现代农业、物流产业、科技服务、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强化

服务业载体多点支撑。加快推进各类服务业发展载体规划建

设和提质升级，引导服务业专业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培

育一批服务设施完善、品牌集聚度高、带动效应明显的示范

服务业载体，构建多层次、高能级的服务业载体支撑体系。

第三部分 重点发展领域

一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重点围绕现

代物流、 科技服务、 农业智能化、 信息服务等，逐步培

育壮大，使之成为全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二是推动生活性

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升级。提高公共服务品质，着力实现我

区健康服务、养老育幼、商贸流通服务、文旅文创、家政服

务业等服务业领域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幸福感，满足居民

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培育现代服

务业新模式。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加快生产制造与信息

互联、科技创新紧密融合，促进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

产服务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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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重点发展任务

一是推进服务业改革创新工作。我区深化服务业营商环

境改革，并围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技信息、文化旅游

等领域深入谋划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项目，推进服务

业的现代化建设。二是数字赋能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数字

化转型、生活数字化行动，并全面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

三是集聚服务业平台建设。立足卫东区“十四五”服务业重点

发展领域，着力推进文化创意、科创服务、现代物流、商务

服务、现代商贸等功能性服务业平台建设。四是培育服务业

优质企业。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实施规模型企业、

小微企业培育行动。五是推进服务业品牌质量提升。实施“老

字号”复活、“卫东服务”品牌培育行动。六是加强服务业项目

统筹发展工作。健全重点项目统筹推进机制并加强服务业重

点项目储备。七是推动服务业消费扩容提质。积极扩大消费

需求、大力发展时尚消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八是推进开

放合作深化工作。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深度参与都市核

心区服务业合作。

第五部分 保障措施

在完善组织保障、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三个方

面提出工作要求，保障《规划》顺利落地，有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