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城镇化，是
河南省委的决策，更
是农民的热望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经
济发展“倒逼”的必然选择。
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的城镇
化，已经成为制约河南发展的

“短板”。巩义长期是全国县
域经济百强县，去年底，市委
书记舒庆上任伊始就“全域城
镇化”展开调研，发现全市 7
家上市企业中，6 家都在乡
镇，城镇功能欠缺导致不少企
业高薪招来的管理人才只能
在郑州、洛阳安家落户。鹤壁
中鹤集团建设清洁粮源基地，
但大小村庄散落分割，只有 1
万多亩耕地符合连片要求，离
12 万亩目标相距甚远，发展
促使他们投资50多亿元给农
民建设有 150 栋住宅楼的中
鹤新城，相当于再造一个小县
城。

新型城镇化，是河南省委
的决策，更是农民的热望。今
年1月，当省委主要领导悄然
来到濮阳市西辛庄村时，村党
委书记李连成说：“搞新型城
镇化建设，我们一直是这么想
的，更是这么做的。大家还要
建设‘西辛庄市’呢！”由于具
备了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和公
共服务，周围 15 个村的群众
纷纷表示自愿并入西辛庄。
济源市王屋山深处，月亮湾农
村社区一期5栋楼刚刚开建，
就因为服务功能完善，被曹腰
村一个居民组抢购一空。农
民王振东说：“过去是一代人
建三次房子，现在是三代人建
一次房子，值！”调查显示，和
全省一样，济源20%农民有建
新房需求。济源市委书记何
雄感慨：“出台政策，制定规
划，党委、政府等不得、慢不
得！”

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和
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凝聚
共识，做出决定：走新型城镇
化道路，必须增加新型农村社
区这一战略基点，将传统的四
级城镇化体系变革为五级体
系。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
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
进，一幅色彩斑斓的新型城镇
化画卷正在中原大地徐徐展
开。 请继续阅读AA03

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机遇千载难逢。
河南省委明确提出，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
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
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

“两不三新”，是承诺，是胆识，是探索，更是创新。
“两不三新”，新型城镇化是引领。这两年，河南不
空谈，不折腾，坚持科学谋划，务实推进，新型城镇
化改革渐入佳境，6000多万农民的生产生活与城
里人渐行渐近，古老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一场前
所未有的历史跨越！ 人民日报记者 罗盘 曲昌荣

（原文刊载于2012年4月6日《人民日报》01版）

“在不牺牲不
削弱农业的前提
下大力推进‘三
化’”的路子

去年，河南农民外出
务工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1360 多万农民选择在家
门口就业，首次超过出省
打工人数 260多万。让农
民在家门口既能安居又能
乐业，是河南持续探索“三
化”协调带来的变化之
一。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
初，河南“围绕‘农’字上
工业，上了工业促农业”，
开始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
探索。进入新世纪，河南
明确提出“加快工业化、城
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
之后又强调要走“在不牺
牲不削弱农业的前提下大
力推进‘三化’”的路子。

2009年 12月，新任河
南省委主要领导密集调
研，两个月不到，18个省辖
市走遍。“什么叫‘中原’？
什么是中原崛起？怎样实
现中原崛起？”三个问题简
单明了又意味深长，在中
原大地引起强烈共鸣。
2010 年 4 月，河南上下开
展“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
发展方式转变”思想解放
大讨论，持续“九论十八
谈”学习交流和创新实践，
着力谋划保粮食与促发展
如何实现共赢。

河南人民深知，在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上，他们是有重要责任
的。河南耕地仅占全国 1/16，小
麦产量却占 1/4 强，粮食总产量
占据 1/10。除满足自身需求，每
年向国家贡献原粮及制成品折
原粮 400 亿斤以上。国家新增
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河南要
再贡献超过 1/7。10年之内每年
都要增产近 20 亿斤。担子着实
不轻。

种粮贡献大，种粮收益低，
农民增收压力大。获嘉县种粮

大户冯德军算账，扣除各项支
出，每亩粮食也就落个1000块钱
左右，“村里人出去打工一个月，
就能挣 1500 元。”河南一年生产
的粮食，其产值仅 1100 多亿元，
尚不及河南煤化集团一年的营
业收入多。2010年，河南人均财
政支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了将
近一半；全省95个粮食核心县又
比全省平均水平少了一半。

保粮食是责任，谋发展是使
命，土地制约很紧迫。一方面全
省每年用地需求约 80 万亩，国
家指标不到 30 万亩。另一方
面，河南 4.7 万个村庄星罗棋

布，面积总和比城乡居住和工
矿用地总面积 3/4 还多。要保
粮食，要谋发展，必须加快城
镇化建设，让农民享受城市生
活，让土地集约使用。城市规
划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
慈提醒，即使城镇化再提升
10%，河南仍有 5000 万农民等
待转移，如果拥入城市，不仅
加剧“城市病”，农民工“候鸟”
般迁徙、“空心村”和“留守儿
童”等更将带来巨大社会问题。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农民不出
家门就过上城市生活，是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

保粮食是责任，谋发展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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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米村镇于湾新村，崭新漂亮的楼房连成了排，村民生
活的幸福指数令人羡慕。

在荥阳光武，郑州的林业生态村，一排排整齐的农村住宅
在田间显得格外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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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建设化之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