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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新郑大
力实施换道领跑战略，深入实
施产业升级提速工程，加快打
造现代临空产业新城。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如今新郑的
电子信息产业已初具规模，并
逐渐成为新郑的优势产业、支
柱产业。

位于薛店镇的郑州电子
信息产业园是电子信息产业
的主战场。该园区内的锐杰
微科技（郑州）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各条生产
线同时加足马力赶生产。苏
州锐杰微科技集团董事长助
理、战略执行部负责人孟向辉
说，2022年以来，虽然有疫情
的影响，但是在新郑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各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郑州）公司坚
持不停工、不停产，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生产，还与四
川、重庆、浙江等地 13家电子
企业完成供需对接，实现了预
期目标。

新郑打造的百亿级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也让锐杰微看
到了更多的机会，2022年该公
司追加投资1.1亿元新增一条
新的产线扩充产能，预计2023
年 4月份投入运行，该公司正
在向着打造中西部最大的SIP
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迈进。

锐杰微科技（郑州）有限
公司只是电子信息产业快速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新

郑市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
主攻方向，充分发挥临空经济
优势，前瞻布局，把电子信息
产业作为让新郑“立”起来的
产业来抓，坚持“龙头带动、芯
屏联动、集群配套、链式延伸”
的思路，重点发展“芯”“屏”产
业链条。其中，“芯”以集成电
路、电子元器件、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等为重点，着力引进行
业隐形冠军，打造覆盖芯片设
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平
台服务、人才培训等全产业
链；“屏”以新型显示、液晶面
板、显示模组等为重点，着力
引进行业龙头，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是提
升制造业层级的关键。引凤
筑巢，为让好项目快落地、早
见效，新郑市建成了淮河以北
唯一的电子元件清洗废水污
水处理厂，规划建设变电站，
在全省县（市）率先设立电子
信息产业基金，破解电子信息
产业项目落地制约瓶颈，着力
打造与郑州航空港区融合发
展的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新高地。

目前，该园区已完成招商
企业21家，其中包括5家高端
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全国十佳
孵化器创客邦和华思光电、尊
绅光电等 15家电子信息、物
联网企业。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新增城市绿地49.84万平方米

打造“城市客厅”描绘文明底色

作为城市主干道之一的
郑新路，向南直通黄帝故里园
区，向北直达省会郑州，是一
条新郑与外界连接的纽带，也
是每年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归
家路，被新郑人民亲切地称为
“迎亲路”。每年拜祖大典前
夕，新郑都会对这条“迎亲路”
进行升级改造，2022年是郑新
路变化最大的一年。

为迎接壬寅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新郑市坚持精品、
精致、精准、精细八字方针，在
郑新路新村大道至学院路段
两侧新建宽 25米总面积近 3

万平方米绿廊，在郑新路整体
打造“一路八节点”，彰显新郑
园林特色，打造安全、多彩、智
慧、活力的城市空间，树立新
郑生态旅游整体形象。居住
在郑新路附近的市民表示，自
从道路两侧的游园建成后，每
天晚上散步都有了好去处。

公园绿地是“城市绿肺”，
荫润了城市空间，也是“城市
客厅”，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文
化底色。2022年，新郑市投资
1.83亿元，新建公园、微公园、
游园 11处，建设 5000平方米
以上的公园绿地 7处，完成郑

韩故城遗址公园、滨河公园、
苇河湿地公园、中华路公园、
铁路公园、郑新路东侧公园绿
地建设、郑新路西侧公园绿地
建设，建设5000平方米以下微
公园、游园4处，总建设面积达
48.19万平方米。投资683.5万
元，完成子产路西延、北苑南
路等 5条新建道路绿化建设，

绿化面积1.65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新郑市通过利

用居住区周边闲散空地和改
造低矮破旧，依托废弃铁路，
建设融火车文化与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社区公园——铁路
公园，既打通了中华路与陶文
路之间的街巷道路，又留住了
城市记忆；通过文物生态保

护，建设郑韩故城遗址公园、
中华路公园；通过对河道和岸
边荒地治理，建设苇河湿地公
园、滨河公园；通过对郑新路
生态提升，建设停车场、游园
和带状绿地。这些公园的建
设，有效提升了绿地服务的公
平性和居民居住的舒适性。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乡镇风采■
和庄镇 经济“飘红”井水藕打开致富路

本报讯 辞去映日荷花，喜
迎莲藕丰收。眼下，新郑市和
庄镇穆庄村 200多亩井水藕种
植基地的莲藕迎来丰收季，助
力村集体经济增收“飘红”。

1月 17日，走进和庄镇穆
庄村村委会，刚刚挖出的莲藕
白嫩粗壮堆满屋子，4名村民正
将这些井水莲藕进行分拣、装
袋。

穆庄村地处新郑与长葛、
航空港区交界处，位置偏远。
过去村民们靠种植粮食作物为
生，但这里属于沙土地，粮食产
量较低。穆庄村开始采用人工
筑塘的方法，用深井水灌溉种
植莲藕。井水种植的莲藕清脆
甘甜、营养丰富。

和庄镇穆庄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告诉记者：“我们井
水藕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去年 7
月份成立的，今年 200余亩地
产出莲藕14万斤。”

2022年，穆庄村“两委”围
绕莲藕产业优势，探索出了“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注册
“井水莲藕”商标，村民们种植

莲藕每亩地能增收 3000 多
元。下一步，该村将依托百亩
荷塘，把观光旅游、现场采摘
综合起来，为乡村发展集聚人
气，再把深加工车间建立起
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增加产
品附加值。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观音寺镇 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原水乡”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农村

厅公布 2022年河南省省级农
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新郑市
观音寺镇成功入选。过去一
年，观音寺镇还获得了河南省
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沿黄干
流森林特色小镇等荣誉。

新的一年，观音寺镇提前
谋划求实效，周密部署抓推进，
确保全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该镇将努力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用好用活各类
惠企政策，狠抓惠企政策落实，

坚持“一企一策”，助力企业纾
困解难，千方百计保护好、发展
好市场主体，为观音寺镇经济
发展添动力、增活力。

此外，该镇将细化责任落
实重点项目工作，落实班子成
员分包重点项目，对全镇各个
重点项目进行挂牌服务，倒排
工作进度，确保郑州理工职业
学院新校区、南水北调观音寺
调蓄工程安置区、冷链物流园、
郑许高速、103省道两侧环境提
升等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同时，围绕建设“拥山揽湖
核心区、乡村振兴引领地、宜居

生态文化镇”的生态发展目标，
持续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各
项工作，推进“观音寺镇临山特
色产业森林特色小镇”以及唐
户村、楼李村等“森林乡村示范
村”建设，打造独具魅力的“中
原水乡”。

该镇还将推进改善民生各
项工作，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切切实实做到听民声、知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不断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 杨宜锦

薛店镇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本报讯 2022年，新郑市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紧紧围绕“增绿量、提品
质、添色彩、精管理”工作任务，以国家园林城市复查
为抓手，明确责任，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城
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工作，全年新增城市绿地49.84
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