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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黄泥半城沙，炊烟缕缕没几家。一鸡啼鸣
听全城，市多破衣少车马”的诙谐描述，是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登封的真实写照。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前程似锦绣。40
年后，幢幢高楼鳞次栉比，长街宽路纵横交错，两边林
荫道，中间是华灯，一年三季花，四季都长青，登封城
市面貌已焕然一新，一座现代化城市正在快速崛起。
记者 袁建龙 登封时报 高鹏敏/文 付文龙/图

1978年，登封还是河南最
穷的15个贫困县之一。

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登
封地处豫西丘陵区，发展传统
农业种植先天不足，而丰富的
矿产资源却得天独厚。依托
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敢为人
先的登封人，决心走工业兴县
的路子。

思路一旦确立，一场围绕
做强工业的攻坚战随即打响。
登封建立了煤——电——铝传
统优势产业链条，形成了以煤
炭、水泥、耐材、棕刚玉、小火
电等为主导的工业经济门
类。其中，登封煤炭企业达到
86家，煤炭最高年产量达到
2600万吨，最高年产值达到
226.8亿元；以煤炭为主导的传
统优势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
重最高达到 87.6%，占税收比

重最高达到 76.3%，财政收入
一度位居全省第二。

植梧引凤，借水行舟。到
2009年，登封围绕打造全省资
源能源重要生产基地，一批规
模企业抓住良好发展机遇，不
断进行规模扩张，提高竞争能
力，共组建了 5家年销售超 10
亿元的电力企业、8家年产百
万吨的煤业集团，建设了 4条
日产 4500吨水泥生产线、1条
年产 1万吨和年产 2万吨铝箔
生产线，与 9家国内外 500强
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培
育了汽车电子医药材料、电热
元件、机械制造等新型高科技
产业，煤电铝产业链条逐步完
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在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的
历史时期，登封在发挥资源型

工业优势的同时，把工业经济
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型产业，引
导新型工业项目向规模型、集
约型、外向型和科技型转变。

目前，登封市传统资源型
企业成功转向新兴主导产业
项目 54个，15家高新技术企
业处于全国或全省同行业领
先地位。登封积极引导传统
产业投资文化旅游产业，已有
煤炭企业转向文化旅游健康
产业项目 21个。特别是在 41
个新型社区周边规划建设了
25个乡镇特色产业园，实现群
众就近就地城市化、就近就地
就业。

40年间，登封地区生产总
值由 1978年的 1.4875亿元，上
升到2017年的645亿元，从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县，跨入了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的榜单。

唐代登封县修城碑记载：
县城始建于唐德宗贞元八年
（792年）。《河南府志》载，登
封城周不满三里，城墙高一
丈五尺，宽一丈，壕深八尺，城
小而险。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登封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步入快
车道，其间经历了从单一到系
统、从零散到集中、从粗放到精
细，从片面追求效益到综合考
虑环境、效率、节能的质的转变
与发展，实现了华丽蜕变。登
封先后投资30多亿元，完善老
城中城区、扩大建设东城区、规
划发展西城区，加快推进新型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步
伐，在名山、名寺、名城、名产、

名人五方面做文章，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完善。2008年，又投
资 2.4亿元，实施了明线入地、
交通信号灯和排污管网建设、
市区供水管网延伸、绿化、美化
配套等，摘得了国家园林城市
桂冠。卢店镇被国家命名为全
国文明镇，徐庄镇为国家卫生
镇，大金店、宣化镇、告成镇为
全省卫生镇。

2016年，登封成功入选第
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和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首
批试点城市。登封抢抓历史机
遇，加快规划编制，着力构建以
总体规划为基础、以总体城市设
计为衔接、以控规为主体、以修
规和专项规划为保证、以重点片

区和重大项目规划为补充的城
乡规划体系。编制完成了《登封
市城乡总体规划》《总体城市设
计》，批准实施海绵城市、综合交
通等38个专项规划，并主动对
接、精准融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将该市规划纳入《郑州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2018~2035
年）》，围绕对接服务郑州市区、
承担郑州市区疏解功能，积极建
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
区起步区（郑登新城）。建立完
善城市数字化规划平台，把各层
级规划“蓝图”真正变成城市地
标和形象窗口，塑造“显山、曲
水、映城、慢游”的特色空间，实
现城乡规划管理实施的标准化、
精细化、动态化。

交通兴，百业兴。
登封地处嵩山脚下，矿产资

源丰富且储量大，最具开采价值
的就是煤炭。改革开放后，登封
煤炭生产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
天，特别是 1983年以后，随着乡
镇企业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至
1986年，登封煤炭年产量由改革
开放前的 40万吨一下达到近
400万吨。但由于登封山多的缘
故，历史上一直没有大道相通，
开采出的煤炭和矿石大量积
压，难以外运，许多资源不能变
现。“1949年，登封还只有一条
通往境外的 33公里简易路。大
家只能抱着金碗讨饭吃，日子
过得苦哈哈。”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登封，纵使守着金窝窝，百
姓仍叫苦。

要想富，先修路。铁路兴起
后，由于种种原因，登封同样难得

它的“光顾”。1994年5月30日，
登封撤县设市，是登封城市发展
的里程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1995年登封铁路开始建设，2003
年9月28日，登封铁路运出了第
一列，结束了登封没有铁路的历
史，2008年，登封铁路全线贯通。

随着交通路网建设得到长
足发展，登封现已形成了高速公
路为龙头，国省道为骨架，农村
公路为脉络，干支相连，纵横交
错，郑州交通副中心的大交通大
格局。

目前，登封市境内共有各类
公路853条，其中高速公路6条。
通用机场已获批在建。面对“地
铁入登”的历史机遇，远期，登封
与郑州可通过地铁交通线互连畅
达。届时，登封将成为集公路、地
铁、航空为一体的城市，交通体系
将更为立体完善。

登封自古有“十年九旱”之
说，农业基础十分薄弱，甚至有
的村民祖祖辈辈都要到几里外
的山沟挑水吃。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为有效解决民众生活条
件，稳定农业发展基础，登封在
1220平方公里土地上，建起了55
座中小型水库。

时隔半个世纪后，由于大部
分水库受当时经济、技术等条
件所限，登封有 27座小型水库
存在工程标准偏低、配套设备
运行老化失修等问题，不仅不
能正常发挥经济效益，且严重

威胁着水库下游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另有 14条支脉河流存
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基本
丧失防御自然灾害的功能。
2003年，登封中小型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开始启动，截至 2014
年，登封市所有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按计划完成。

2017年，投资1.35亿元的河
门水库竣工。投资6.4亿元的南
水北调登封供水工程，禹州段线
路方案通过专家评审，登封段完
成投资6400万元，实现了白沙水
库、纸坊水库的互联互通。

登封嬗变四十年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城市建设不断加强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构建“大交通”格局 大道如虹畅达四方

全力做好“水文章”涓涓活水润山城

新型城镇化

高新技术产业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