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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封闭施工、道路洒水、运输车辆
出门要“洗澡”……昨日，记者从中原
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了解到，为避免
施工扬尘给大气质量带来的影响，街
道建立了大风扬尘应急处置机制，要
求 并 监 督 各 涉 及 土 方 作 业 的 施 工 单
位，在出现四级以上的大风天气时要
立即停止作业，遮盖渣土。对违反文
明施工、不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施工的
责任单位实施约谈警告，情况严重的
将给予停工处理。

运输车辆离开工地先“洗澡”

常庄村正在进行大面积拆迁作业，

大李村在建工地较多，这两个村是西流
湖街道扬尘治理的重点区域。现场，已
拆迁的大面积建筑垃圾已全部覆盖，洒
水车定时对路面洒水，配合降尘作业。
大李村地下环廊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
员不时用喷水枪对工地道路上留下的
沙土进行清理；工地出入口处，洗车槽
两侧高压水枪对出工地的工程车进行
清洗、冲水等工序才能离开，避免污染道
路路面。

西流湖街道办事处主任丁胜说，西
流湖街道在严格落实市、区扬尘治理工
作要求的同时，建立了大风天气扬尘应
急处理机制，在重点区域安排清扫车辆

不间断洗扫作业，办事处的环卫作业人
员全员上岗。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
明确责任人，24 小时对辖区工地扬尘实
施动态监管。

细化工作标准控制工地扬尘

丁胜说，为了加强对辖区工地扬尘
的控制，街道要对所有建筑工地在原
来已进行围蔽、张挂安全网和有洗车
设施的基础上，制订更严格的控制扬
尘 方 案 。 要 求 建 筑 工 地 内 的 道 路 要
硬化，道路上的污泥、渣土要及时清
理，做到车辆开过不扬尘。建筑工地
内的道路要每天洒水至少 4 次。工地

内的沙土要全部覆盖，渣土和建筑垃
圾 要 及 时 清 运 走 。 工 地 内 含 水 量 少
的地面泥土需要开挖时，必须先洒水
后开挖。

目前，西流湖街道辖区全部建设工
地施工现场实行封闭施工，设置了不低
于 2 米的围墙，覆盖拆迁垃圾 500 万平方
米，设置了 13 处车辆冲洗设施和相应的
泥浆沉淀和排水设施。街道办事处按照

“分片包干”的原则进行，由网格长、包村
领导、分管领导“三位一体”确保辖区内
各工地扬尘污染整治到位。
郑州晚报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 魏少杰

虽然需求不足、出口不畅，但河南
省认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依然存
在，特别是通过转移替代扩大出口份
额还有很大的潜在空间。只要河南能
够提供必要的配套条件和适宜的承接
环境，就有可能实现大规模链式承接、
集群引进。

当前传统纺织行业普遍不景气，
订单减少、利润萎缩及资金紧张，令企
业信心不足。然而，在周口太康县鸿
文纺织有限公司，记者见到的却是一
派繁忙景象：上百台进口喷气织机交
错着喷出压缩气流，牵引着纬纱快速
穿过梭口……

这家专注于高端纺织面料研发的
公司为优衣库等数十家国内外知名
服装企业进行配套，在全球纺织市
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去年实现销
售收入 10 多亿元，出口创汇近 3000
万美元。

像鸿文这样亿元以上规模的纺
织企业，在太康县产业集聚区共有
37 家。如今，总投资 100 亿元的鸿
闽 纺 织 产 业 集 群 项 目 也 已 落 地 开
工，一条集“研发—纺纱—织布—染
整—面料—服装”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正加速形成。

“我们厂对面就是 通 泰 纺 织 和
万 利 源 棉 业 ，这 两 个 企 业 纺 的 纱 ，
出 了 门 就 能 运 到 我 们 这 里 变 成
布。”鸿 文 纺 织 董 事 长 洪 祖 文 告 诉

《经济日报》记者，“织布印染和服
装 下 游 企 业 也 落 户 太 康 ，上 下 游
企 业 的 综 合 成 本 大 幅 降 低 ，‘ 太 康
制 造 ’在 国 际 市 场 的 竞争力正不断
提高。”

河南：“危”中寻“机”逆势求进
□经济日报记者 夏先清 王 伟

渣土车出工地先“洗澡”
西流湖街道建立应急机制，实现大风天气扬尘治理全覆盖

今年一季度，在全国和多数省份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下，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
标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调整是唯一出路”“向转型升级要动力”，正成为河南上下的共识和聚焦点——面对经济新常态，
河南“危”中寻“机”，加快结构调整、抢占制高点，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着力实现弯道超车、逆势求进。这在更大意义上可
以看做是河南破解经济下行压力的“破题”之举——向传统产业升级要动力，向新型产业培育要动力。

承接产业转移机遇犹存

在“三期叠加”影响下，弱势企业和
产业的投资意愿及能力降低，但优势企
业正因势而动、谋划布局，抢占制高
点。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今年以来，河
南省主要负责人在深入调研中得出一
个结论：“只要我们找准对接点，种下

‘梧桐树’，创造好的条件，发挥自身优
势，就不怕引不来‘金凤凰’。”

除了“天鹅之城”这张名片，河南三
门峡市还有一张“国字号”质检名片。

来到国家铝及铝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荧光光谱仪、冲击试验机等多
种仪器琳琅满目，仿佛踏入一座奇妙的
科技博览馆。作为围绕三门峡产业集
聚区铝及铝深加工主导产业集群发展
而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检验中心已经

正式获得有关部门的检测文件认证，达
到了“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水准。

“国字号”公共服务平台的落户，不仅
让当地多了一块金字招牌，更为产业集聚
区相关企业送去了“真金白银”。“过去，每
办理一批铝合金车用轮毂出口，要跑到千
里之外的青岛，仅运输费每年就需要1000
多万元。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
级的技术检验和服务，办理检验和出口。
省下一大笔资金不说，还让我们‘河南制
造’可以底气十足地通行国内外市场。”一
家铝制品企业的负责人说。

“国字号”金字招牌引发了“蝴蝶效
应”——大批铝精深加工企业纷至沓
来，鑫旺铝业等12家企业已入驻三门峡
产业集聚区。

记者走进伊电控股集团高精度铝
板带箔项目生产车间，一股热浪袭来，
比纸张还薄、仅 0.0065 厘米的铝板带
箔，冒着蒸汽正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
向前延展。“这是最薄的吗？”记者问。
伊电控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陈世昌手
持纤薄的铝板带箔回答，“还有更薄的，
仅 0.005 厘米。别看差得不多，我们能
逆势增长的秘密都在这里。1吨电解铝
深加工成厚度仅为 0.005 厘米的铝箔
后，能增值8000元到1万元。”

陈世昌表示，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并
没有影响工厂继续扩大产能的计划，

“国字号”的公共服务平台给了他底气，
最乐观的情况是，“到明年，伊电控股集
团铝箔生产能力将位居世界前列。”

找准对接点 引来“金凤凰”

今年全国两会刚结束，河南省政府
就与腾讯公司签订“互联网＋”战略合作
协议。同时，富士康、腾讯与和谐汽车3家
巨头公司跨界联盟，谋划在河南布局新能
源汽车制造。新经济巨头企业为何选择落
地“并不洋气”的河南？腾讯公司董事局
主席马化腾说：“首先是被河南省对互联
网产业的战略眼光、开放态度所吸引。”

在河南，弱势的传统产业虽然在衰
落，但优势的新兴产业却在加速布局。
河南正以航空经济、电子商务等为重点
领域，加快发展、抢占先机。河南省有
关负责同志认为，一些行业企业优势减
弱，但电子商务、物联网、大数据和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迅猛，“在这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和地

区、与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基本处在同一
起跑线上，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就能抢
占制高点、掌握主动权。”

今年刚30岁的岳晓峰，2007年大学
毕业后留在河南焦作创业，如今正转型
做网上贸易。“我们在网上了解信息、分
析市场，然后把具有质量、价格等优势的
产品通过网络向俄罗斯、加拿大、巴西、
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推广。”岳晓峰说。

韩国首尔的朴基寿随太太赵丽君回
焦作娘家探亲，得知焦作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考
察后开始运作投资2亿元的韩国跨境电
商项目，“我们争取用一年的时间，搭建
网络平台和线下体验平台，把这里打造
成韩国商品在中原的集散地。”

岳晓峰和朴基寿的公司，现都已入
驻焦作腾云电商产业园。截至目前，腾
云电商产业园已入驻各类互联网企业30
家，浪潮云计算中心、新浪、百度、360、慧
聪、一亩田等网络区域运营中心入驻构
建了服务焦作电商发展的大平台；中煤
管业、中轴股份等一批本地优秀企业入
园“触网”，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大学生创
业平台、农民合作社上网销特产培训等
多层次电商创业，也风生水起。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谷建全比喻
道，如果河南经济是一盘围棋，布局好
并下好优势新兴产业这着棋，攒足

“气”和“眼”，对激活河南经济全局具
有重要意义。
（原载《经济日报》6月22日1版）

抢占先机 布局新兴产业

■编者按 22日，《经济日报》一版头题以《河南：“危”中寻“机”逆势求进》为
题，报道了面对经济新常态，我省加快结构调整、抢占制高点，把不利因素转化为
有利因素，在全国和多数省份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下，一季度，全省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弯道超车、逆势求进。本报今日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