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郑，抢抓时代机遇，坚持把
先进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招引
雪花啤酒、达利食品、光明乳业等
一大批知名企业，培育好想你食
品、润弘制药、遂成药业等一大批
骨干企业发展壮大，构建了以电子
信息、健康食品、高端商贸物流等为
主，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制造、高端
文旅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的“三主
三新”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不
断拓展新空间、跑出“加速度”，推动

县域经济“成高原”。
尤其是近年来，坚持把电子

信息产业作为一号产业来抓，以新
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和工业
机器人为重点，引进锐杰微、尊绅光
电、华思5G等项目，初步构建了涵
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显示面板
生产，平台服务、人才培训为一体
的电子信息全产业链条，目前电
子信息产业园在建区 2000亩，实
现项目落地即开工。

新郑以建设现代化全国一流中等城市为统揽

抢抓机遇 黄帝故里换“芯”彩

黄帝故里河南新郑，这座承载了无数记忆与辉煌的历史文
化名城，史前裴李岗、泱泱溱洧水、巍然古城墙见证着这座“中
华第一古都”的沧桑巨变。进入新时代，新郑以建设现代化全
国一流中等城市为统揽，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等
高端产业，通过“芯”“屏”联动、链式延伸，着力打造中原地区电
子信息产业“芯”高地。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毛润锦 文/图 营商环境增活力

优化服务促发展
新郑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2039项审批服务事项进驻政务
服务中心，开办企业实现零跑
腿、零费用、半日办结，在河南省
营商环境综合评价中，连续两年
客观指标在全省 103个县(市)中
排名第一位，综合成绩分列第一、
第二，稳居全省县（市）前列，营商
环境正成为新郑“金字招牌”。新
郑投资2亿元，建成河南首家、淮
河以北唯一的电子元件清洗废水
污水处理厂，破解项目落地瓶颈
制约；投资5亿元，规划建设3个
变电站，提供充足电力供应；在河
南省县（市）率先设立电子信息产
业基金，两期规模30亿元，助力好
项目快落地。如今，“当年签约、
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
当年投产”的“新郑速度”，已成
为新郑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美丽的蝶变生生不息，美好
的故事正谱新篇，作为河南省县
域经济排头兵，新郑正以开放、
文明、创新的姿态在崭新的时代
璀璨神州大地。

新郑现有市场主体12.5万家，
大中专院校23所，银行机构16家，
均居河南省县（市）第一。建设创新
创业载体21个、省级以上技术研发
中心25个。新郑大中专院校常年
在校师生近30万人，硕士以上教师
6000余人、副高级以上教师4000余
人，为新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2021年以来，新郑 23所高校
参与地方企业技术创新等项目
209个，提升企业产值超2亿元；依
托“订单式培养”模式，为新郑电
子信息主导产业输送技能人才
5000余人，人才、科技、资金等发
展要素正加速向新郑汇聚，成为
中部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
金流的集聚洼地、战略高地。

“三主三新”强支撑 产业构建新体系

要素集聚筑根基 创新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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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新郑市年
度新增公园绿地平均 6个以
上，每年新增各类城市绿地面
积约50万平方米，截至2021年
底，全市建成区公园、游园达65
个。“城在园中，园在城里”，建在
家门口的公园，既能让群众实现
推窗见绿、开门见园的绿色生
活，又能让群众享受徒步林荫
下、漫步湖水边的诗意浪漫。

8月16日下午3时，市民郭
成林准时来到新郑市炎黄广场，
这里是他们戏迷每天必来的打
卡地。伴随着阵阵锣鼓和声声
弦乐，传统越调剧目《乾隆私访》
精彩上演，大家在婉转的乐曲声
中感受着传统戏曲的魅力。

“广场、街心游园都是我们
戏迷的‘阵地’，没事来听听戏、
唱唱戏，凉快凉快，可舒心。”70
多岁的郭成林感受到广场游园
建设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他
说，没想到这几年，新郑的广场
游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各

个角落。
和郭成林有着同样感触的

还有市民刘明甫。77周岁的刘
明甫是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
录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通过
镜头我看到新郑越来越美了，
特别是这几年增加的湿地公
园、街头游园，就像星星一样散
落在各个角落，每天都能拍到
不同的美景。”

跟着刘明甫的脚步，我们
来到了新郑市中华路铁路公
园。“以前这里都是荒地，2021
年，这座公园建成投用，景观设
计精巧，环境优美，建有儿童游
乐区等。”刘明甫说，看到小孩
子在游乐区嬉戏，老人在锻炼
身体的画面，很是和谐。

傍晚时分，新郑新区轩辕
湖湿地公园迎来了游玩的人
群，波光粼粼的水面，在晚风的
吹拂下泛起阵阵涟漪。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聪聪
高尚 袁渲洋 文/图

城在园中，园在城里

广场游园带来的幸福生活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 奏响美丽乡村致富曲奏响美丽乡村致富曲

一栋栋、一排排居民小楼错落有致，村内绿植遍
布，满目苍翠，双洎河与莲河在此交汇形成半岛水乡，
碧波荡漾的水面上，不时掠过几只飞鸟……和庄镇陆
庄村位于新郑市东南8公里、和庄镇南4公里南环乡
道上，三面环水，双洎河与莲河在此交汇形成半岛水
乡。下辖2个自然村，共有5个村民组1350人，耕地
1400多亩，拥有2000多亩的水域面积。近年来，该
村坚持党建引领，蹚出了美丽致富路，跑出了乡村振兴
“加速度”。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智勇 文/图

近年来，陆庄村积极整合
各种资源，以改厕改厨、村容村
貌整治为重点，建立健全农村
垃圾收集、污水排放体系，先后
投资600余万元，对村里房屋立
面、路灯、道路等进行整体改
造，对村庄绿化、美化、亮化进
行全面提升。如今，走在陆庄
的乡村小路上，处处都是风景，
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让老百姓
的幸福指数直线飙升。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
部；农村强不强，要看领头
羊。”在陆庄村党支部书记高
世超看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
于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
担当实干的党员干部队伍，而
党建恰是激活这股力量的“钥
匙”。在陆庄村，广场上的党

员积分榜成为全村党员讲贡
献晒服务的“赛场”和“考场”，
党员联系户群防群控等镇中
心工作成效，通过积分量化展
示，让党员创先争优更有动
力，也让群众评议党员有了依
据。同时，在村委会还有党员
“积分超市”，这里和普通超市
并没有多大区别，米、面、油、
炊具、洗发水等所有生活用品
应有尽有。

小超市、大民生，“党员积
分超市”的建立，有效激发了陆
庄村党员参与村级公益性事务
的积极性、主动性，也提升了村
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
斗力，同时还成为陆庄村构建
和谐、团结友爱、邻里和睦、勤
劳致富的助推器。

在乡村振兴勾勒的美好画
卷中，乡风文明是画卷的底色。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培育乡风
文明，要利用好传统文化这个
‘养料’。”高世超说。

陆庄村文化资源丰富，其中
龙灯文化、轩辕战鼓、竹撑捕鱼

被列入新郑市级非遗项目，尤
其是轩辕战鼓自去年 9月份成
立以来，每周都会组织群众排
练，成为陆庄村的一道独特景
观，娱乐的同时也实现了群众
增收。

同时，陆庄村顺应移动互联

网时代潮流，组建视频团队，
用短视频讲好乡村振兴故事。
短视频内容从村容村貌到民俗
民风，透过一草一木、一家一户
的变化，记录乡村的变迁，讲述
乡村的故事，打响了陆庄文化
品牌。

坚持党建引领，擦亮美丽乡村底色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产业发展有势头，村民致富
才会有奔头”。陆庄村依托三面
环水的地域优势，通过土地承包
等形式，村民种植了桃、李、杏、葡
萄、樱桃等多种市场销售紧俏的
水果，面积达200多亩，并为果农
注册“双洎百果林”地域商标，“百

果村”的“甜蜜经济”成为陆庄村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

陆庄村还成立农业合作社，
着力发展以休闲观光为主的现
代都市生态农业，使农户与合作
社实现了双赢。疫情防控期间，
合作社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
带货，仅书记带货一场销售额达

30万元，蹚出了市场新路子。近
年来，陆庄村先后获得省级卫生
村、郑州市森林乡村、郑州市文
明村、郑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荣誉称号。下一步，陆庄村将利
用现有条件，发展食品深加工，
鲈鱼、小龙虾养殖项目，壮大集
体经济。

推动乡风文明，厚植乡村振兴底蕴

壮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