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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技术支持

新郑，这座古老的城市，
发展密码是什么？

黄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赵宪立说：“新郑守住‘根’、强
健‘骨’、铸造‘魂’，充分利用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
化资源，在文化和发展之间寻
找最佳平衡点。”

十年间，新郑文化品牌日
益发展壮大，惠民文化活动日
益丰富。大力举办“出彩新
郑”系列文化活动、“百场文艺
巡演进基层”活动，文化惠民
活动聚焦基层，活动体系健
全，形成了覆盖全市的文化惠
民体系。

十年间，破旧杂乱的老城
南街变身古色古香的明清古
巷，在青砖红瓦下咏唱着“苍
江依旧绕斜阳”的故事。

新郑为众多古城重建新
面貌，打造千稼集、大汉窑等
民俗文化景区；开展了白居易
诗歌文化季等特色活动；开发
车马文化探古游和白居易、欧

阳修等名人文化寻访游等研
学游产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古城墙内一批批文物遗址
生态公园项目，为城市新生活
植入新元素新业态。

郑韩故城、黄帝故里、裴
李岗遗址、欧阳修公园、考院
博物馆、酒孙村……新郑引进
黄帝千古情等文旅业态，整合
历史文化资源，精心设计打造
一批特色旅游线路，推动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双繁荣，向全
世界炎黄子孙展示了气势磅
礴的故里新貌。

岁月的年轮镌刻着这座
古老城市的厚重历史，科技
的标尺度量着这座现代城市
的灿烂辉煌。在这片承载无
数炎黄子孙精神家园的心灵
故土上，新郑正以竞进状态，
奋力打造兼具自然生态之
美、彰显历史人文魅力的现
代化全国一流中等城市，在
新时代的征程中奔向下一段
荣光。

古韵悠长，解锁文化名城的发展密码
具茨山岩画、裴李岗文化、唐户遗址……新郑呈现了完整的中华文明演

进画面。周时遗址今犹在，轩辕之丘始祖来，农历三月初三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接续至今，绵延着文化传承的生命血脉。

9月20日，“非凡十年 见郑城长，‘观观’带你看郑州”大型主题宣传活
动采访团走进具茨山下的新郑市，解锁这座承载无数记忆与辉煌的历史文
化名城的发展密码。

十年来，新郑市以全国一流中等城市建设为统揽，以黄帝文化历史名
城、现代临空产业新城、宜居宜业生态城市建设为载体,大力实施“九项工
程”,经济社会实现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打造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郑模式”。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韩娟 杨宜锦 宋莹玉/文 唐强/图

漫步在轩辕湖公园，映入眼帘的
皆为青葱绿意。

“几年前这里还是废弃村庄，土
房子土路破旧不堪，只有一条小小的
河流。这才短短几年，村庄就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散步的市
民感叹道，“现在早上我们一家都会
来这边锻炼，环境和空气特别好，晚
上吃过饭也会来湖边散步。”

轩辕湖公园从无到有的建设
过程，也是新郑人眼中城市发展的
缩影。

新郑着力建设兼具自然生态之
美、彰显历史人文魅力的现代化城
市，向人们展露着城市的诗意面貌，
让居民在家门口邂逅“诗与远方”。
55个多功能街心游园、13个大型城
市公园形成交错相连的城市绿地网
络，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生态的“只此
青绿”相得益彰。

市区外的村落，文化助力发展的
情景亦是生机勃勃。

坐落在新郑市观音寺镇的唐户
村，由西北部的裴李岗文化、东北部
的仰韶文化、中南部的龙山文化、南
部的夏商文化以及两周至明清文化
组成，形成了自公元前 70世纪到现
代时序长达 9000年的跨时代聚落群
址遗存。

这个古老的村落在时代更迭中曾
被层层灰尘掩埋，黯淡无光，而今呈现
在人们眼前的，是阡陌交通，屋舍俨
然，已然是全国重点古村落保护中心。

在村党支部书记唐永贵的介绍
中，唐户村焕发光彩的蝶变画卷缓缓
铺现在人们眼前。依托历史文化优
势，唐户村 2018年正式进入郑州美
丽乡村建设，成为郑州市美丽乡村精
品示范村。从乡村土路到公路四通
八达，从破旧瓦房到整齐房屋，唐户
村美丽乡村建设蒸蒸日上，便民利民
设施逐渐完善。唐户村为村内老年
人开办免费理发场所，筹建养老基
地，实现村村有文化广场、戏剧舞台、
文艺队伍、文化活动项目。

唐户村宽阔平坦的公路两侧田
边，满面笑容的老伯背着农具走在回
家的路上：“生活越来越好了，这都要
感谢政府，感谢国家。”

村口的凉亭里，三三两两的人在
下棋、弹琴。不远处的民间大舞台
上，“唱念做打颂和谐社会，生旦净丑
歌美好生活”对联彰显着人们的精神
风貌。在这里，广场舞和戏曲引得全
民竞相参与，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文化
生活。行走在新郑市城乡大地，处处
能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文旅活动
带给人们的精神愉悦。

十年间，新郑成为郑州市建成区面积最
大、唯一人口破百万的县级市。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和科技最前沿实现了无缝对接。

为认真落实河南省“坚持把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的精神要求，新郑
坚持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一号产业来抓。
针对电子信息产业环保要求高、用电需求
大的特点，新郑市投资 2亿元建成了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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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充足电力供应。

针对企业金融需求，新郑在全省县（市）率
先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
二期规模 20亿元正在履行程序，为产业发展
搞好金融服务。

针对产业发展需求，新郑利用高校资源优
势，建立校企联合培育机制，推行“订单式”培
养，针对性解决企业用工需求；招引浙江传化
等现代物流企业，加强与海关沟通联系，提供
便捷物流服务。围绕“芯”“屏”产业链条，新郑
市制定电子信息产业招商图谱，推行产业链长
制，建立完善“四个一”工作推进机制。

在新郑“万人助万企”的电子信息产业招

商图谱下，锐杰微科技（郑州）有限公司在2019
年 10月踏上新郑这片科技沃土。兴厂房、抓
装修，次年 10月公司就正式投产。短短两年
时间，公司产值已经达到一年 1.1亿～1.5亿
元，规划的两条新产线也正在开发建设。该公
司公共关系经理李光耀告诉记者，新增加的两
条高端产品生产线在下半年如果顺利投入生
产，今年的产值将达3亿～5亿元。

锐杰微的芯片封装项目填补了河南省集
成电路封装行业的空白，而这离不开新郑市面
向企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企业成立之初，新
郑提供了补贴资金。

同时，新郑还具备独特的人才储备优势。
20多所高职院校为企业提供了众多素质和技
术型人才。企业与各大工程学院校企合作，共
建实验室。目前，锐杰微已经与中原工学院、
轻工业技术学院等签订了框架协议，对人才进
行培养，成立了省级科研公关项目。

作为中原之中，新郑独特便利的区位优势
极大节省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粗浅估算，现在
上海到港区，原材料运输成本可以节省 30%。
紧急项目能达到当天来当天带走。到机场 20
分钟车程。”李光耀由衷地感叹道，来到新郑是

他最正确的决定。
同样，河南尊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也正是

得益于新郑当地的各项政策支持而来。
落地新郑以后，新郑从厂区建设开始从资

金、金融方面对企业给予支持。政府积极吸引
上下游企业的配套投资，助推企业发展。同时
政府为解决公司人力缺口，组织企业到新郑市
19所大中专院校进行巡回招聘，为尊绅公司解
决一大批助理工程师及技术员岗位。

尊绅柔性显示模组项目的落地，对新郑乃
至郑州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
用。该项目将吸引相关配套产业集聚，带动上
下游产业新增投资，有望形成郑州市乃至河南
省电子信息产业新格局。

在孟庄镇酒孙村，为助力产业发展，郑州
联通公司结合当地特点，打造“数字乡村平
台”，利用平台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乡村村
务、乡村服务等模块，和智慧果园、数字集市、
疫情防控等定制应用，积极协助当地进行数字
化转型。数字化手段不仅宣传了酒孙文化，还
作为乡村的数字名片将村里的特产（新郑大
枣、自酿酒、枣花馍等）在线销往全国各地，努
力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把一号产业定为电子信息产业

一个延续了9000年的村落
唱念做打颂和谐社会，生旦净丑歌美好生活

一段老城墙古韵悠长
在文化和发展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

新郑轩辕湖湿地文化公园

气势恢宏的黄帝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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