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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河镇位于荥阳市南部山区，属浅山丘陵地带，境内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曾几何时，这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经商、打工、求学，造成人才、资金、
消费外流，经济陷入困境，属于人们印象中典型的“穷乡僻壤”。而近年来，刘河镇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主线，不断强化工业强镇意识，加强招商引资，加快
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座昔日的小镇正化茧成蝶，展翅欲飞。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王洪涛 王明霞 文/图

敢拼善为谋发展 产业实现新跨越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刘河镇靠的就是山。刘
河镇境内铝矿石、煤矿资源丰富，因此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开始，刘河镇经济就一直以煤矿开采和采石
为主，地下挖煤，山上采石，其境内规模最大的

王河煤矿最兴盛时工人就达 3000人。长期
的煤矿开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原来的

水井逐渐干涸，水井越打越深，水源
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群众出现

了饮水困难，农业灌溉几乎为
零。不少群众的房屋也因煤

矿开采而出现了裂缝，甚
至坍塌……而石材开发

也深受群众诟病，道
路被压坏，河道被

堵塞，白天晚
上 都 要 关

窗，一年
吃 掉

几块砖。这样的发展道路富的是少数人，苦的是大多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随着煤矿资源逐渐枯竭和国家推进煤炭等行业“去
产能”政策的实施，加之人民群众环保理念的提升，单纯依
靠煤矿开采和石材开发这条路越来越没有出路。如何在保
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实现平衡，如何走出一条发展新路
成为摆在刘河人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痛定思痛，唯有创新才能发展，唯有转型才有出路。刘
河镇紧紧抓住郑州市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以盘活存量闲
置低效建设用地为突破口，大力开展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工
作，成功实现产业升级，从资源型企业模式转向绿色印刷产
业、特色旅游、美丽乡村等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中来。

该镇以招商引资为切入点，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推动信
息流、资金流、物流和人才流向刘河聚集。成功盘活各类存
量建设用地 990亩，流转各类农村土地 5000亩。总规划占
地 3000亩的郑州（绿色）印刷包装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顺
利启动，土地平整初见成效，首批签约入驻的豫元包装、晶

森彩印、天星仓储3家企业开始施工，意向入驻企业纷至沓
来，未来将形成以印刷包装为主导产业，集编辑出版、文化
创意、商贸物流等要素于一体的产业链完整的文化创意产
业集聚区和印刷创意文化旅游风情小镇。新引进上海古猿
人文化石、大河食品、鑫源磨料3个项目，已建成投产，可提
供就业岗位 900个，带动间接就业数千个，初步形成以新
310国道为轴线的“一带三园”产业布局，实现了经济发展
方式、产业结构优化的新突破。

作为南部山区乡镇，由于用水紧张，刘河镇农业种植几
乎是靠天吃饭，为解决这一问题，刘河镇坚持现代农业发展
方向不动摇，围绕特色化、规模化目标，加强农业技术推广，
着力实现“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其中，官顶村、反坡村、
分水岭村主要种植谷子，目前已经有3000亩的规模用于发
展小米产业，并成立了专门的小米合作社，由于质量好、品
质优，收获时节销路非常好，小米市场价每斤 5元左右，而
该镇的小米每斤 10元仍供不应求。申庄村主要发展金银
花种植，成立了金银花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50万元，主要
经营范围有金银花种植、销售、技术服务以及以农户为服务

对
象的化
肥、农药、
苗木、农机具
等 ，采 取“ 合 作
社+示范园+基地+
社员”的创新模式，按
照金银花产品生产要求
进行“六统一管理”（即统一
种苗、统一农资、统一技术规程、
统一收购烘干、统一品牌、统一销
售）建立标准化基地，目前基地种植面
积 300亩，农户种植面积 400亩，现有入
社农户105户，专业技术人员5人，管理人员
6人，员工 10人；合作社总资产达 324万元，净
资产240万元，实现销售收入560万元。同时陈家
岗村着力发展核桃、迷迭香种植，规模效应逐步显现，
为群众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

着力推进城镇化 乡村面貌变化大

近年来，刘河镇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相结合，全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2012年建成扶贫搬迁小区
6栋 2.4万平方米，入住居民 216户；2014

年建成刘河社区一期工程，建设楼房
11 栋，搬迁安置群众 316 户；2016

年投资 1 亿元新建刘河社区二
期，占地面积约 65 亩，建设

七层带电梯安置房 15 栋
602 套，并配建社区管

理用房，总建筑面积
7.8 万 平 方 米 。

目前正在进行
电 梯 安 装

调试，预

计 10 月可以达到入住交房条件。年底将启动刘河社区
三期建设，计划占地 50亩，投资 0.85亿元，新建 4栋 11层
小高层和 7栋 7层带电梯安置房，总建筑面积 5.5万平方
米。社区建设全部完工之后可以实现 7000 多名群众搬
迁入住，居住率将达到全镇人口的 40%，大大推动该镇的
城镇化水平。

道路通则百业兴。刘河镇不断加快推进交通路网建
设，2012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长10余公里
的环翠峪旅游大道顺利通车，打破了刘河镇位置偏僻、常
年闭塞的局面，实现了市区——刘河镇区 20分钟生活圈。
同时，刘河镇不断完善各村组公路体系，形成纵横交织、四
通发达的公路网，按照郑州市农村公路建设三年（2014~
2016）行动计划部署，完成Y065任洼—化田1.5公里道路建
设任务，继续做好 6条乡级公路 30.33公里,42条村级道路
46.75公里，共计77.08公里的道路养护工作。

道路的畅通为刘河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刘河镇位于
浮戏山区，境内北有三山、五云山，南有福金山，中有王河
水库，生态资源丰富，植被良好，森林覆盖率高。该镇把休
闲旅游产业与扶贫开发、美丽乡村、特色文化开发等工作
统筹推进，融合发展。突出浅山运动、养老、温泉特色，引
进康晖置业有限公司成功开发康晖·森林溪谷养老地产项
目。依托五云山生态资源，以特色民宿、民风民俗为主打
的禅意·五云山项目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节假日逃离高楼林
立的城市，在自然风光、田园生活、绿色食品、淳朴民俗中
放松心情、休养身心。刘河镇顺应形势变化，积极引导群
众转变经营理念，组织人员外出参观学习，借鉴外地先进
经验，短短几年时间，全镇已经出现了 5家规模较大的农
家乐，他们各有各的卖点，各有各的特色，“粗、俗、素、淡、
鲜”的饮食理念吸引了荥阳、新密甚至郑州的食客。每逢

周末，来
自郑州、开
封等地的骑游
爱好者徜徉在中
原路、旅游大道上，
他们春赏油菜花、夏摘
新鲜杏、品尝农家菜、采购
小杂粮，怡然自乐，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目前该镇正在
进行刘河镇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力
争通过旅游+新型城镇化、旅游+新型
工业化、旅游+生态化，充分发挥旅游
业的拉动力、融合能力及催化、集成作
用，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旅游平台，插
上“旅游”的翅膀。

聚焦党建扎实干 社会平安人和谐

“十八大”以来，该镇将思想工作重心聚焦到农
村党建水平提升上来，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

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
推动基层村级阵地建设改造升级。通过

多次召开党建工作例会，强调支部书记
抓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每

名支部书记要牢固树立好“抓党
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

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
任意识，切实履行好第

一责任人的职责，把
党建工作作为主

业，聚精会神
抓党建，用

心 用 力
抓 党

建，不断提升支部书记抓党建的责任意识，尤其今
年以来，该镇通过打造任洼村、分水岭村两个党建
示范点，以点带面全力营造党建示范提升氛围。村
级阵地实现改造装修升级，按照“三室七有一中心”
的标准合理设置布局办公室，各项党建基础制度上
墙，配备科室牌，方便村民群众办事，目前两个示范
点已基本打造到位。同时安上村、申庄村等贫困村
也积极行动起来，把精力聚焦到党建主业上来，积极
争取挂包驻联单位的支持，对阵地进行改造，累计投
入60余万元，真正把党建阵地打造成为政治活动中
心、民主议事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文
体娱乐中心，让党员群众有地方可去，愿意去。

近年来，该镇坚持把民生工程紧抓在手，不断
加大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狠抓生态环境保护和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持续加强和完善民生
保障，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着
力建设村庄美。累计完成危房改造 51户，完成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力实施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和
整村推进项目，实施全镇15个村的道路硬化，解决

了一系列群众所急所盼所忧的民生问题。全面
开展生态镇和文明镇创建活动，大力实施造

林绿化工程，启动美丽乡村建设，深入开
展清洁家园行动，新建垃圾中转站一

座，垃圾填埋场一处，配套压缩式 8
吨位垃圾收集车一辆，深入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和违法建设查
处工作，乡村生态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夯实就
业基础保障，注重产

业辐射带动，全

面提高群众就业率，实现农民土地增产增收；
指导贫困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加大人、
财、物的帮扶力度，实现有序脱贫。“新农保”
参保率、“新农合”参合率均达 97%以上，劳动
力转移就业累计完成 5000人；扎实推进民生
实事工程，积极开展社会救助、全民慈善活
动。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政策生育率达
95%；积极做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共享，丰富
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充分发挥网格化长
效管理机制，围绕平安和谐创建，积极开展综
治维稳、法制宣传、信访调处、安全生产等各
项工作，不断加大技防设施投入，在重要部位
安装高清监控和技防大喇叭，建立了镇矛盾
调处中心和 15个村级矛盾调处室，有效地促
进了社会和谐。

回首过去，漫漫长路曲折艰辛；展望未
来，步履铿锵豪情满怀。在新的历史时期，刘
河镇上下将勠力同心、开拓进取、科学谋划、
攻坚克难，深入实施“产业强镇”战略，加快推
进郑州（绿色）印刷包装文化创意产业园建
设，小寨文化石产业集聚区、农民创业园建
设，全力做大产业经济总量，逐步构建“三、
二、一”的现代产业结构体系，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积极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大力培育现
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比重提高；落实并着重
抓好饮水安全、清洁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公共服务功能，打造功能完备的居民聚居
点，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未来，一
个美丽、宜居、绿色、和谐的特色小镇将逐步
展现在人们面前。

郑州绿色印刷包装创意文化产业园规划图郑州绿色印刷包装创意文化产业园规划图康晖森林溪谷项目康晖森林溪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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