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域旅游的深入推进和大旅游格
局的加速形成，催生出经济发展新“蓝
海”。2016年，新密共接待游客337.6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0亿元。今年上
半年已接待游客 351.6万人次，同比增

长 2倍多；旅游综合收入 17.5亿元，同
比增长 5倍多。全国县域经济百强新
近发榜，新密强势位列73。

风生水起的全域旅游，带来的不
仅仅是盆满钵满的“真金白银”，更有

充足的发展后劲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多个特色小镇加紧建设、多个高
层次文旅项目抢滩落地，新密正以自
己的禀赋和范式，走出转型发展的广
阔天地。

大型报道 之 新密篇

游山玩水间“转”出一片天
新密市以全域旅游撬动经济转型发展

□郑报融媒记者 张子明 陈锋 刘俊礼 高凯

29日，郑州市民陈振东一家来
到新密伏羲山风景区游玩，漫步在
满目青翠、泉水淙淙的大峡谷里，孩
子兴奋得“咔、咔、咔”不停地拍照，
“没想到伏羲山这么美，没想到来这
儿的人这么多”。

入夏以来，包括大峡谷在内的
伏羲山风景区旅游持续升温，每天
接待游客近万人，山里人开的农家
乐顾客盈门，老乡们的钱袋子也随
之日渐鼓实。谁能想到，几年前，
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省级贫困乡，
因为缺水少路，满山美景“远”在深
山无人问，山里人抱着“金饭碗”过
着穷日子。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如今来新密，
不仅能当“仁者”爱山，还能当“智者”乐水。

冲浪、漂流、彩虹滑道，风情沙滩上，
与亲友戏水，陪孩子探宝……过去在海
边才能见到的情景，如今已成刘寨镇银
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乐海水世界”的“日
常”。山西晋城的刘伟一家，慕名自驾来
这里玩水消夏。“没想到新密有这么高大
上的水上乐园，太国际范儿了！”

俯瞰新密市区，伏羲山风景区偏西
北，正以旅游带动尖山这个过去远近闻名
的贫困乡走向富裕；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偏东南，在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刘寨镇做活
了水文章。一东一西，一山一水，“转”出
了新密全域旅游、转型发展的一片天。

“守着赏不完的自然美景、品不完
的特色美食、读不完的民俗历史，新密
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写好山水文章、
走好旅游之路”……

“要把新密 1000平方公里作为一
个大景区去审视、定位、谋划和打造，着
力把旅游产业培育成战略性主导产业
和支柱型引擎产业”，全域旅游的集结
号响遍新密全域。

编制《新密全域旅游规划》，以羲黄
文化、黄帝文化、岐黄文化、衙署文化、密
玉文化、密瓷文化和美食文化为灵魂，山
水生态为基础，大力实施“旅游+”，打造
“华夏历史文化名城，生态休闲之城”。

设立旅游发展基金 1000万元、旅
游营销专项资金 500万元；推进水电路
等基础设施与公共咨询平台、旅游标识

等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一
条密州大道串起了郑少、商登高速 5个
出入口和多个景区，其他旅游景点也被
畅通的道路、通信和统一的旅游标示连
成线、圈成片。

目前，新密市在建和新建旅游项目
91个，总投资额 663亿元，项目数量和
投资金额位全郑州之首，伏羲大峡谷、
三泉湖、神仙洞景区列入郑州市智慧旅
游景区第一批重点建设景区。

思路一变，豁然开朗。“游山玩水”
间，新密人将“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

伏羲山风景区新修旅游道路 22公
里，形成了全景区的旅游环道，实现了
各个景点的互联互通。大峡谷、三泉
湖、豫西抗日纪念园、红石林景区相继

投用开放并迅速走红，去年游客接待量
突破 500万人次，最高峰一天接待游客
4500多人次。随着景区游客的增多，辖
区农家乐也增至近 200家，农民人均纯
收入从 2014年的 1305元攀升到 2015
年的3404元、2016年的4133元。

离郑州只有 20公里的刘寨镇，着
力打造轩辕圣境文化旅游风情小镇项
目，已引入超亿元项目16个。投资6亿
元的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乐海水世界
眼下正是客流高峰，置身其中，水浪声
声，欢笑声声，倍感清凉欢快。“黄帝宫
御温泉”去年冬季开业，冰雪王国项目
今年有望投用。小镇还包括云岩湖扩
容、轩辕圣境佛文化区等多个项目，全
部建成后预计年接待游客超过 1000万
人次，带动就业2万人。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转型发展
转出全域旅游一片天

曾几何时，一提起新密，人们首先
想到的是煤炭、造纸、耐材，道路坑坑洼
洼、树枝灰头土脸，“去新密一趟，白衬
衣立马变成灰布衫儿”。

其实，新密不仅仅是一个有煤炭、
有耐材的地方，更是一个有美景、有文
化、有故事的地方。

这里有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

传说，有黄帝练兵讲武、访贤问道的故
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诗经》名
句，即是描写古新密溱水洧水河畔的爱
情故事。因此，溱洧河谷也被称为中国
的爱情谷。被誉为“中国第一县衙”的
新密古县衙，传承的清廉文化和郡县文
化影响深远……

随着资源减少、传统产业压减、环境

整治压力增大，传统百强县如何“创优势、
补短板”？新密人在谋划、在思考。

转型发展，既是思路之转、模式之
转，也是眼光之转、魄力之转。

紧扣五位一体、绿色发展的时代强
音，合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节拍，
新密人把转型发展的破题之路，悄然落
定在旅游这个无烟产业、朝阳产业上。

转型“破题之路”落定旅游产业

家门口享“一站式”城市化便民服务

何国珍老人能过上“天堂”般的生
活，和上街区近年来实施的易地扶贫搬
迁有着直接关系。

上街区南部山区主要有峡窝镇的西
林子、东林子、营坡顶、杨家沟和老寨河5
个贫困村。上街区决定对 5个村实施整
体易地扶贫搬迁，2007年启动，2012年
完成。2012年，该区方顶、冯沟、石嘴、沙
固、武庄等 5个村被新识别认定为贫困
村，上街区对这 5个村也实施了易地扶
贫搬迁。

搬迁后，上街区探索成立了首家区
直管社区——五云中心社区，附近建有
幼儿园、小学、医院、养老院等配套设施，

按照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推行物业管
理，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
式”城市化便民服务。

为了让群众在新家生活好，上街区
还探索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十个
均等化”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居民在户籍
登记、教育、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
障等政策享受上的差别，最终实现搬迁
群众和城市居民的同城同权同待遇。

多措并举增加搬迁群众收入

如何快速、稳定增加搬迁群众的收
入？上街区多措并举。

上街区引导土地、林地集中流转，规
模化经营。搬迁群众每人每年可领取土
地流转收益金2900多元。

五云中心社区临近上街区装备制造
产业集聚区，社区到产业园区逐家了解企
业用工需求，然后对有就业需求的搬迁群
众进行订单式培训，帮他们就近找到工作。

上街区还探索对搬迁群众安置房统
一办理房产证，为其上市交易或出租创
造好条件，以增加群众的资产性收入。

政府扶持和搬迁群众努力“双重”作
用效果明显。以五云中心社区为例，搬
迁群众的年人均纯收入由搬迁前的 976
元增长至 2016年的 12620元，增长了
11.9倍，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近 60%。
“俺村搬迁前村民出门主要骑自行车或
摩托车，现在村里小轿车都不下 30辆。”
营坡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定
玺说。

搬迁“搬”出幸福新生活

走进上街区五云中心社
区，中心文化广场开阔大气，
一幢幢多层楼房排场洋气，小
区环境优美，卫生干净整洁。

83岁的何国珍老人就住
在这个社区。说起搬进五云
社区后的生活，老人用一句话
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咱这一
搬，就是住进了天堂。”
郑报融媒记者 武建玲 姚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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