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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铝、新材料、特色装备制
造是巩义市的主导产业。巩义
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在河南义
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十连
跨”厂房内，热轧铝板带材生产
线上，一块块铝板按生产程序轧
制下线，而隔壁就是冷轧生产
线，紧挨着的则是自动化的高架
仓库，旁边的厂房是半年前投产
的熔铸车间。

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2021年
7月，是上市公司河南明泰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在国内布局的第八个
生产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
通、航空航天、汽车装备、电子信息
等领域。

扎根巩义市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20多年来，明泰铝业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不断融入新发展格局，
驾驭国内国际双循环，从最初一台
闸机年产几千吨的小工厂，发展成
如今全国铝加工行业的龙头，第一
方阵企业。

白驹过隙，往事历历在目。既
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的河南明泰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厂长李世一谈
及公司的变化时，激动不已，感触
颇多。“2005年 3月，我进入明泰
公司工作，最初是热轧中厚板车
间的普通包装工。一步步地努力
下，现在成为明泰公司的厂长。
10多年来，我亲眼见证了公司的
发展壮大，2005年刚进厂时，公
司产销量在 1万吨左右，而现在
则达到 10万吨；起初，我们的员
工只有几百人，而现在则有上万
人；公司产值也从我进厂时的 5
个亿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亿。”
李世一说，作为明泰人，自己倍感
自豪和骄傲。

近年来，巩义市将制造业作为
“压舱石”，全力推进创新创业蝶变

行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资源，向
科技创新集中发力，并持续在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上下功夫，全力推
进制造业领跑行动、项目建设倍增
行动。

“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服务，
让企业切实感受到“保姆式”服务
的温暖。”享受到政府扶持政策服
务便利的河南新昌电工科技有限
公司铜导体项目部副总经理岳广
介绍，“除了自身努力，肯定也离不
开当地政府的支持。例如近期开
展的‘万人助万企’行动，服务专员
深入现场，梳理问题，答疑解惑，帮
助企业搭建平台，当好精心呵护发
展的‘好月嫂’。”据悉，去年，在该
企业年产5万吨高端铜导体项目建
设中，巩义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将
“保姆式”服务贯穿至项目立项、建
设到投产的全过程。

“加减乘除法”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赋能。近年来，巩义市先
进制造业开发区聚焦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盘活低效
利用土地等主业主责，做好“四
则运算”，打好“组合拳”，以优化
营商环境新成效催生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

截至目前，巩义市拥有工业企
业 6000多家，上市企业 6家，销售
收入超百亿元企业 4家，形成了高
精铝、新材料、特色装备制造三大
主导产业，连续多年入围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县市、工业百强县市、中
国科技百强县。

行走在巩义的街头小巷，“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对这座城市
的最佳诠释和肯定，从每一个扎根
于此的人点点滴滴的“小幸福”中，
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汇聚百姓民
生的“大幸福”，这也许就是巩义的
幸福密码。

筑牢工业“压舱石”释放产业强劲动能

幸福之城“制造”与“生态”焕发新动能
这是一个多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的地方。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被吸引了，2018年买房定居于此，居住舒适，节奏

也不快不慢刚刚好。”开小食店的李霞谈起巩义时满脸笑容。
“幸福城市”，这个称呼已成为新时代城市的名片和目标。“南山、北水”共同构成的

山水风光巩义又为何多次获此殊荣？
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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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巩义，于大峪沟镇海上桥村的明清古村落中徜徉；在常香玉故里追寻红色记忆，感
受爱国情怀；去往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看看高精铝、新材料、特色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
业的快速发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韩娟 李晓霞 董茜 石梦雅/文 唐强/图

全程技术支持

从郑州市出发，沿中
原西路行驶不到一个半小
时，就来到了巩义市大峪
沟镇海上桥村。青砖小瓦
拱门洞映入眼帘，被扑面
而来的自然美、艺术美所
惊艳。在蓝天白云的衬托
下，这个村落显得格外静
谧、惬意，徜徉在明清古建
筑群中，在水泥森林中许
久未放松的身体终于得到
了休憩，恍若隔世。

古朴的民间土木建筑
风格，具有典型的豫西民
居特点。海上桥民居具有
北方四合院的建筑风格，
色调古朴、庄重大气。在
建筑上倚靠山体窑洞为
主，在布局上以一进、两
进、三进式院落为主。结
合楼院偏房跨院在装饰上
以砖雕、木雕、石雕为主。
雕饰精美建筑群之间小道
用石块铺路。扶墙穿巷而
过，古老的蓝砖仿佛带人
穿越至百年前，一步一景，
让人留恋。

海上桥村内的古碑记
载，山谷中曾有一泉眼“翻
花泉”，人称海眼。终年不
涸，人们搭桥过往，继而得
名海上桥。因早期远离国
道交通不便，世代居住于
此的居民渐渐迁移至巩义
城区及乡镇。原有的清代
民居建筑便荒弃于沟岭丘
壑之中，成为本地历史的
见证。

海上桥村正在充分挖
掘“明清古建”特色资源，
寻着文化脉络，打造文艺
美学宜居宜游乡村。

产业融合发展。村内

现存清中晚期古建筑院落
有42处，近年来，巩义市以
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加
快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通过典型引领，产业带动，
在保留原有肌理、道路、风
格的基础上，对 11处文物
保护院落按照“修旧如旧”
的原则，对现有的古村落
进行改造、规划、修缮，精
心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让百姓在“生态美”中品味
幸福。

传承传统文化。以传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抓
手，做好古琴制作、剪纸艺
术等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
承，擦亮海上桥村村文化
品牌。画家村里乐声起，
古村落里有戏迷，笔墨传
情，丹青溢彩，余音绕梁，
国色生香。

让艺术扎根乡村。刘
伟是海上桥村的居民，在
村里生活了一辈子，村子
实打实的新变化，他都一
一看在眼里。刘伟说，由
于常年疏于管理，有的民
居已经成为残垣断壁。
2020年1月，海上桥村传统
村落保护工作启动。按照
“美学引领、去商业化、去
工业化、修旧如旧”等原
则，村子完善餐饮、民宿、
文化、休闲等配套服务设
施，推动文旅融合，用“美
学化”留住乡愁，用“在地
化”留住文脉，用“产业化”
留住村民，用“宜居化”留
住生态，打造形成“写生+”
的发展模式。目前，村里
已经与全国各地29所大专

院校签订协议，每年都有
近万名大学生到这里写
生。海上桥逐步成为追求
美好、热爱文化艺术者的
精神家园。

古老村庄正在焕发新
活力。“干净整齐的墙体，
雅致美观的小院，清新怡
人的花草，家门外是如画
的风景，家门内是优美的
庭院，幸福感很强，我们非
常满足。”刘伟感慨地说，
这都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
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家乡美起来了，游客也多
了，民宿和农家乐发挥作
用，我们的集体收入都会
有很大提升。

此外，在大峪沟镇海
上桥村建设美丽乡村之
际，为配合复原古村落原
貌的整体设计，郑州联通组
织线路、基站等专业人士对
海上桥村进行了重新规划
和设计。在不影响整体网
络信号覆盖的情况下，对原
有基站进行了迁址，对原有
线路进行了入地，最大程度
保持了村落的古朴风貌。
充分体现了中国联通国家
队、主力军、排头兵的新定
位，为地方政府建设美丽乡
村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白墙灰瓦，绿荫蔽
日，天蓝水清，和谐宁静。”
这是海上桥村如今的样
子。古建筑相映成趣，村
间小道四通八达，静谧的
乡村散发着诗、书和文艺
的气息，海上桥正以她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人向这个明清古村落
走来。

“清歌妙舞出寻常，载
誉西秦姓字香。银灯一处
人如玉，满院观众醉红
妆”。位于巩义市的黄河与
伊洛河交汇处，背靠神都
山，面临伊洛水，是豫剧大
师常香玉的故里，9月 29
日正式对外开放的常香玉
红色艺术纪念馆就在这里。

豫剧里藏着河南人的

粗犷和豪放，作为一个河
南人，谁不会哼上一句“刘
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
子不如男”呢？常香玉极
富艺术性和表现力的声腔
艺术，不仅形成了“十腔九
常”的局面，更是把豫剧旦
行的声腔艺术推向了一个
空前的高度。

“对于一个演员，什么

最大，唱好戏最大，戏比
天大！”。

“家乡父老这样看得起
我，再难的事儿我也不能推
辞。可我只是个唱戏的，只
有多演几场戏，算是为家乡
垒坝添点石头添点沙吧。”

“国家的难就是我
自己的难。”

…… ……

听着专业讲解员的生
动讲解，让人数次动容，沉
浸其中。

步入常香玉红色艺术
纪念馆，常常会有不经意的
小惊喜。传统布展加上全
息投影、3D影像、地面互动
等科技手段，用声、光、电
的形式让常香玉大师的形
象得以再现，给游客增加

了许多新鲜感与体验感。
“在 20世纪 30年代到

80年代，豫剧是红遍大江
南北的流行剧种。俺们那
时候追捧的可都是些艺术
家。”慕名而来参观常香玉
红色艺术纪念馆的陈先
生，今年已经65岁，说起曾
经“追过的明星”，言语间
满是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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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古韵村庄 体验“美丽经济”

走进香玉故里 感受“戏比天大”“巾帼担当”

巩义大峪沟镇海上桥村明清古村落

明泰铝业生产车间

常香玉红色艺术纪念馆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