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强农业，新型农业现代化打基础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地做
强农业的方针，新型农业现代化必将奏响农业现代化的大地欢
歌。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农业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
和市场化程度，新郑市围绕“四个提升”大做文章。

加大投入，提升农业开发水平。按“不低于土地出让净
收益 10%、不低于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5%”的原则，加大对农
业的投入力度，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做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建设项目和农用机井升级改造工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全市粮食产量逐年提高，2011 年达到
5.66亿斤，确保了粮食安全。目前，新郑市已完成综合配套
升级改造机井6100眼，新增、恢复灌溉面积28.07万亩，改造
后的中低产田亩均产量提高 20%～30%。在井灌区呈现出

“田成方、路成网、树成行、井通电、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
村庄美”的景象。

严格标准，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坚持以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基地建设为龙头，扎实推进集中连片开发、典型示范带
动，积极开展万亩蔬菜基地、万亩良种基地等高效农业示范
园工程建设，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今年新发展小麦、玉米良
种繁育基地各5万亩，新菜田开发项目1万亩，建成蔬菜温室
大棚 1200座，建设农业生态园 5000亩。持续加大农业龙头
企业培育力度，增强正龙、好想你、雏鹰等大型农业龙头企业
带动能力，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8家，其中国家级3家、
省级以上9家、郑州市级以上32家，龙头企业总资产达到160
亿元。

强化优势，提升特色品牌效应。在巩固提高粮食产量的
基础上，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大枣、蔬菜、杂果、花卉
苗木等特色产业，制订出台了鼓励大枣产业发展的意见，加
强与新疆哈密、若羌等地的战略合作，积极推进国家级红枣
质量检测中心及红枣基地建设，力争全年新发展红枣种植面
积2万亩、红枣品种改良面积5000亩。

科技兴农，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引进与推广新型农机具
和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加大对优秀农业协会等组织的奖
补力度，促进优质农产品区域化生产、规模化发展。全市注
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87家,成员总数达15963户，带动
一般农户19930户。

新郑市明确发展路径，促进“三化”协调。近年来，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新郑围绕走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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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按照“四个合理、四个城市化”的要求，科学制定“三化”协调发展空间布局，围绕“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情
况及示范区建设构想，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推进力度，努力在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走在前列。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李磊 孙丽萍/文 刘栓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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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先行，铺开“三化”宏伟蓝图

5月的黄帝故里新郑，草木葱茏、生机勃发。
踏入新郑的土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宽敞平坦的大路，和着绿意盎然

的生态廊道芳容绽放。
在乡村，一排排乡间别墅拔地而起，处处洋溢出现代都市的气息；满眼金

黄的麦子迎风而舞，伫立田间的老者笑容恬淡。
在产业集聚区，厂房林立、机声隆隆，干劲儿十足，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 ……
一幅幅画面犹如一个个和谐的音符跳跃着，在873平方公里的大地上，63

万故里儿女激情涌动，正谱写着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
“三化”同行发展的奋进之歌。

“三化”同行，规划打先锋。新郑市按“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的人口分
布、合理的产业布局、合理的就业结构”的要求，先后编制完成了“三化”协调
发展城乡体系规划、新型城镇化试点区空间布局规划、“三化”协调空间布局
规划，统筹区分城市与城镇、城镇与农村，以产业基础为依托，引导人口合理
流动，适度集中，构建城市、新市镇、社区城乡统筹一体发展新格局。

新郑市在科学规划时有“四本账”：土地增减挂钩账，通过增减挂钩、拆旧
建新，腾出建设用地指标向城镇集中，有效缓解项目的用地需求；耕地占补平
衡账，在全市规划52个新型社区，按人均75平方米的标准对农村宅基地进行
规范，腾出的土地一部分用于耕地占补平衡需求，多余指标用于发展二、三产
业和建设农民创业园；生态环境账，开展造林绿化和生态廊道建设，落后产能
的关停淘汰和传统工业的改造提升；粮食安全账，在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力度
的同时，再改造12.6万亩高标准产田，提高耕地亩均产出能力。

铺开“三化”协调发展宏伟蓝图，凝聚科学发展理念，新郑已向新的目标
起航。

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既能吸引生产要素，又能产生集聚效应，作为引领
经济增长的“引擎”，新郑市从六个切入点做美城镇化。

在交通道路和生态廊道建设上，新郑市明确了“8642、53215”的道路暨
生态廊道建设标准：新郑到郑州的快速通道为双向8车道，两侧50米宽的生
态廊道；新郑市范围内的省道为双向6车道，两侧30米宽的生态廊道；新郑
市区到各乡镇政府所在地的道路为双向4车道，两侧20米宽的生态廊道；各
乡镇政府所在地到新型社区的道路为双向 2车道，两侧 10米或 5米的生态
廊道，加之 10多万亩的红枣种植保护区、具茨山国家森林公园和龙湖西部
林果业基地。着力构筑城乡一体、绿量充足、布局合理、景观优美的林业生
态体系。

2011年底，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4.96%，城市绿地覆盖面积达到866万
平方米、覆盖率达到39.9%，按每年新增2万亩绿化面积计算，2016年可增加
二氧化硫排放容量50%以上，环境承载力将不断增强。

在新型社区建设上，按“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安置、统一
配套、统一土地整理”的要求，出台加快新型社区建设的若干（优惠）政策，全
市共规划建设52个新型社区，目前已开工建设新型社区12个，通过新型社
区建设全市可节约建设用地近9万亩，为二、三产业发展留足空间。

在组团起步区建设上，坚持统筹城乡、一体发展、均衡发展的原则，全力
推进新郑新城和龙湖宜居教育城建设，加快原南北温州城区域产业升级转
移，统筹推进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提升服务、保障能力，促进“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

在中心城区功能提升上，实施城乡建设三年大提升行动计划，开展国家
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加强城市管理，促进城市有序发展。把精品街整治、背
街小巷整治和街头绿地、游园、广场、公厕建设等与社区建设结合起来，突出
抓好户外广告匾牌整治、噪声治理、占道经营等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工作，
确保城市形象和群众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目前，已完成 8万平方米精品街
整治工作。

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集聚区功能，提升
集聚区承载力，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把新港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全省一流产
业集聚区，把辛店煤炭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打造成为省级生态型、循环型煤炭
综合开发区。目前，山东桑乐太阳能有限公司河南数字化太阳能建设项目
已累计投资 2.5亿元,厂房主体即将完工；福建达利集团郑州达利食品有限
公司建设项目已累计投资4.4亿元，即将投产；中央储备粮新郑直属库大豆
油加工项目已累计投资4.7亿元,二期6个万吨油罐已完成80%，三期已经完
成招投标。

做大产业总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工业效益必然为加快发展的不
二选择。根据郑州市对各县市区工业产业集聚区（园区）工业主导产业
的定位，新郑市突出“三主三辅”的产业体系，确定了“33、5、35”的新型
工业化发展思路。

“33”是三主三辅：通过发展主导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以食品烟草、生物医药、商贸物流为主，以富士康
配套产业、高端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提升为辅的“三主三辅”产业体系。

“5”是五大重点工程：实施以培育百亿级主导产业群为主的百亿产
业工程，以招大商、引龙头项目为主的招大引强工程，以培育超10亿元
大企业、重点企业为主的扶优扶强工程，以加快工业集聚区整合提升为
主的聚集发展工程，以鼓励企业自主研发为主的自主创新工程。

“35”是实现工业主要产值和指标排名“三年倍增五年超越”的目
标，特别是在产业体系上，一方面，壮大三大主导产业：商贸物流业。充
分发挥临郑临空的区位交通优势，依据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各乡镇小城镇规划，在省道 102两侧及以北的孟庄镇、郭店镇、龙
湖镇区域规划总面积25平方公里的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园，依托华南城
项目建设，积极承接郑州市专业批发市场外迁，着力打造在中原地区有
影响力、有辐射力、有资源整合力的商贸物流业基地。目前，投资 300
亿元的华南城大型物流园项目已正式签约，即将开工建设。

食品烟草加工业。发挥新郑红枣农业资源丰富、烟草食品企
业众多的优势，以新港产业集聚区北组团为载体，依托中原食
品工业园、中国红枣综合产业园，聘请国内外知名机构，高标
准、高起点、大手笔规划建设中原食品烟草产业集聚区，着力打

造省级食品加工龙头基地。在做大做强达利、中储粮、好想你、
雏鹰农牧、正龙食品等现有企业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光明、伊
利、康师傅、雪花、麦佳等知名品牌企业增强了行业发展后劲。

生物医药化工业。发挥国内最大的医用水针剂生产基地的优势，
借鉴常州、本溪、石家庄等地的经验，编制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依托
新港产业集聚区南组团，加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建设，促进生物医药业快速发
展，着力打造省级生物制药研发生产基地。

另一方面，统筹发展三个辅助产业：富士康配套产业。充分发挥毗
邻新郑综合保税区的优势，依托新港产业集聚区的承载能力和产业集
聚效应，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以东、省道323以北，规划50平方公里电子
科技产业园，大力建设标准化厂房，吸引富士康配套项目或电子科技项
目入驻。目前，40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项目已经启动建设，正在与
国内知名的电子科技企业进行洽谈对接。

高端制造业。引进新兴产业项目和高科技项目，提升产业层
次。传统制造业提升。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对新郑市的机制
瓦、水泥等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提升，增强产业竞争力。为促
进新型工业发展，新郑市计划在 6 月份开展“百名专家故里行”
活动，将邀请全国百位知名专家、教授、学者来新郑调研座谈，
为新郑的产业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通过3年的努力，使商贸物流业销售收入达1千亿元，烟草食品业
销售收入达 400 亿元，生物医药化工业销售收入达 200 亿元。3 个产
业，5年内分别达2000亿元、500亿元、300亿元。

做大产业，新型工业化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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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湖大道两侧绿意盎然。

河南福鑫玻璃有限公司的工人在生产防弹玻璃

生态廊道建设迅速推进

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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