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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作为城市
更新的重点项目，高新区将中原制药
厂纳入城市更新重点项目，积极推动
中原制药厂地块土地盘活，破解难
题，依法依规推进征迁工作。同时，
对中原制药厂周边道路建设、城市环
境改善统一规划、着力提升。

“2023年这里就全部拆完了。”重
回这片伴随他整个青春的土地，赵万
城有些不舍。他的手一下一下地指
着，“这里是热电厂，这里是玉米仓，接
着就是淀粉车间、葡萄糖车间、山梨醇
车间，最后是VC车间。”

再提中原制药厂，它的黯然落幕
让人惋惜，而作为老郑州人是难以忘
怀的回忆，这里将迎来新的规划，焕
发新的生机。

根据规划，位于高新区药厂街以
北、雪松路以东、梧桐街以南、铁西路
以西合围区域的中原制药厂城市更

新项目，将通过闲置用地盘活、有机
更新与功能重塑，建设人工智能产业
园、人才社区、市民公园、学校、公共
配套设施等。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97
亩，其中可开发利用土地共计 529
亩，其他配套用地(学校、水厂、变电
站、绿化、道路)占地面积368亩。

“从一个化工企业到现在要迈入
高科技发展，作为中原制药厂的员
工，我们肯定希望它能发展得好。”
赵万城希望这里在新时期焕发出更
大的青春与活力。

城市更新
生活更美

中原制药厂厂区开启蝶变之旅
将建成人工智能产业园

最近，“爆改”一词走红网络，
作为网络流行语，“爆改”代表着
一种深度改造和重塑的过程，主
打一个反差对比、化茧成蝶，为旧
事物注入脑洞大开的创意使其焕
发新生。

当“爆改”的风吹到郑州高新
区，一个位于科学大道、化工路之
间的旧厂区“爆改”之旅拉开序
幕，翻开了城市更新的新篇章。

序幕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医药
航母”寻求新生

进入中原制药厂厂区内，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白一灰两栋保
存完整的大楼，再往前走，看到的
则是生产车间拆除完毕后留下的
一大片空地和一段铁轨。

“白色的以前是质检楼，灰色
的是办公楼。”老郑州人赵万城参
加工作的第一天就在这里，直至
退休，“当时工作是毕业后直接分
配的，我有很多选择，进政府单位
或者来这里，我就选择到这里工
作了。”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维
生素C商品走俏，而国内维生素C
紧缺，于是国家计划建设一个具
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维生素C生
产企业。河南是农业大省，在原
料玉米淀粉的生产上占有优势，
最终这一项目落地郑州。

1991年11月，中原制药厂在
郑州化工路 30号注册成立，1992
年 开 始 投 产 试 车 。 这 个 占 地
1300亩、总投资13亿元的中原制
药厂，当初被冠誉为“含着金钥匙
出生”的“医药航母”。但因其引
进的工艺技术不过关，一直无法
投产，1996年底被迫停产，1997年
全面停产。此后便陷入多轮重组
谈判漩涡之中，直至正式被河南
投资集团“接手”。

“场地内部现为中原制药厂
原址，环境破旧已无法使用，土地
资源和空间载体资源低效，严重
影响城市形象，亟须盘活。”项目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立足高新区战略优势、区位优
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孵化优势，锚
定高新区 2025年基本建成千亿级世
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奋斗目标和‘聚
焦智慧产业、建设智慧社会’的主攻方
向，项目构建一主三辅‘1+3’产业发
展路线，以人工智能为主导产业，以未
来产业、新材料、现代服务业为辅助产
业，打造集科技研发、产业孵化、规模
化轻型制造、产业服务为一体的专业
园区，实现‘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技
术应用—成果产业化’全过程无缝衔
接。”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通过项目产业体系搭建，将有望
引入人工智能制造前、中段研发企
业，新材料研发企业等。项目将打造
成集研发、孵化、生产于一体的产业
园区，通过强化服务，增强吸引力，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强力拓展区域内
外市场，吸引市内外、省内外、国内外
的资本、人才、技术，以及先进的技术
方法、经验集聚园区，使研发孵化轻

型制造的创新生态集群成为高新区
高端制造业招商引资和项目引进工
作的平台，增强招商引资竞争力，提
高就业机会，增加当地居民收入，从
而实现经济强力增长。

在空间规划上，项目致力打造
“三生融合”和“软硬并重”的V4.0产
城综合体；整体设计上，以生产、生活、
生态的融合，实现项目各元素的有机
结合、多元共享，注重在产业发展的同
时，建设生产有序合作、生态共建共
享、成果共同获益的发展新格局，以更
加鲜明的形象树立面向城市的产业地
标，打造郑州市工业上楼的新标杆，在
园区内部营造五大组团庭院，促进企
业交流，在营造园区高品质硬环境的
同时引入智慧物业以及企业服务和管
理平台，打造优越先进的软环境设施。

至此，中原制药厂历史已经翻开
了全新的篇章，老厂区的新故事才刚
刚开始。
记者 李颖 刘地 文/图

发展“破”危机“产”升级 人工智能产业园应运而生

开端
助力老厂区更新
高新区敢啃“硬骨头”

中原制药厂厂区改造提升效果图

中原制药厂老厂区

中牟大段庄：
小黄瓜带动“大经济”
每棚年净利润1.5万多元

本报讯（记者 张朝晖 通讯
员 闫利萍）“花开多了，影响黄瓜
的生长，需要适当摘掉，以保证黄瓜
得到充足的营养。”4月1日上午，在
中牟县官渡镇大段庄村一蔬菜大棚
里，中牟县农委官渡区域中心站站
长、农艺师路永军正在给菜农讲解
科学种植技术、病害防治要领。

眼下，正值官渡镇大段庄村黄
瓜收获的季节。走进黄瓜温室大
棚，处处绿意盎然，清新的瓜香扑
鼻而来，一根根黄瓜挂满枝蔓，随
手摘一根品尝，清新爽口。

大棚内，张二妮正在黄瓜地里
采收成熟的黄瓜，给黄瓜藤蔓打
杈、整枝。“每天早上采摘后进行打
包分拣，分拣之后挑出不同的档
次，之后装车进入市场。黄瓜经
济价值高、嫁接生长周期长，一年
早春日光温室栽种一次，销售渠
道稳定。种植一茬黄瓜一个月左
右的生长期，60天左右的采摘期，
亩产 1.5万斤左右，均价每斤 2至
3 元。我家 4 座大棚，除去成本，
每棚年净利润 1.5万多元。现在 4
座大棚每天能卖出1400多斤！”张
二妮说。

像张二妮这样的种植户，目前
大段庄村已经发展了20户。

近几年，中牟县农委坚持将特
色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不断谋划产业布局，以建一
个基地、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
的发展思路为指导，抓住产业发展
这个“牛鼻子”，因地制宜，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管理模
式，积极鼓励引导农民发展特色种
植，大力发展大棚蔬菜富民产业，
用“菜篮子”鼓起了“钱袋子”。大
棚黄瓜种植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的新亮点。

感知艺术 遇见美好
荥阳艺术夜校开班

本报讯（记者 姚辉常 通讯
员 王珂）感知艺术、遇见美好。近
日，荥阳市传来一份春日喜讯：荥
阳人的艺术夜校开班。

夜校是荥阳市文化馆以“感知
艺术、遇见美好”为目标，在夜间开
放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项目。课
程安排是兴趣班的增加版：每周
一、周二晚上开课，分别培训语言
艺术、舞蹈，参训学员100余名，为
白天忙碌的文化艺术爱好者提供
进一步发展兴趣爱好的机会。舞
蹈学员孙秀英说：“夜校这个平台
太好了。以前跳舞是跟着视频模
仿，不知道动作要领，现在老师从
手形、眼神、身韵等方面一一指导，
大有收获。”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近年来，
荥阳市坚持实施“文化强市”战略，
把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
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举办了黄河樱花季、
刘禹锡杯诗歌诵读比赛等多样化
群众文化活动，不断提高文艺为
民、惠民实效。同时，荥阳创编了
大批文艺精品，原创舞蹈《和谐共
舞》《启航·筑梦》《黄河儿女黄河
魂》《非遗·物语》等在郑州市广场
舞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