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
数字虽然枯燥，却最具说服力。
2015 年，龙湖镇财政收入达到 21.16 亿

元，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至
85.5 亿元和 118 亿元。“十二五”期间荣获河
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百强乡镇等 50 多项地市
级以上荣誉，特别是 2015 年，该镇作为河南
省唯一入选乡镇，跻身全国建制镇综合实力
百强行列，位居第 91位。

投资30多亿元完善基础设施
龙湖镇镇域面积 96平方公里，常住和从

业人口约 30万人，下辖 28个行政村（居委会）
117个自然村（社区）。镇区建成区面积已由
十年前的约7平方公里发展到36平方公里。

近年来，随着镇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龙湖
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集聚程度急剧加速，这
给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带来了很大
压力。面对这些问题，该镇围绕各项城市功
能完善大做文章、做大文章。

“十二五”期间，龙湖镇投资 30多亿元全
面推进水、电、气、路、广场游园、医疗教育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市功能不
断完善，城市承载力持续增强。“九纵十横”内
外畅通的交通路网体系初步形成，融港融郑
步伐进一步加快。水、电、气、污等市政设施
和医疗卫生、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城市承载力
进一步增强。

城市“三分建七分管”。龙湖镇着力提升
城乡管理精细化水平。将镇容镇貌管理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纳入考核体系；加强队伍建设
和制度建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占道经营、
乱停乱放、私拉乱搭等“十四乱”问题，营造整
洁有序的城乡环境。

四大产业协调互促共发展
根据龙湖的区位交通优势和独特的地形

地貌特点、文化内涵、现有产业分布和未来发展

趋势，在原来建设宜居教育城的基础上，该镇
重新规划定位，按照“一城四区”的发展格局
进行规划修编。一城：就是要打造中原创客
之城；四区：就是从东往西依次分为四个功能
区，分别是商贸物流园区、宜居教育园区、创
客文化园区、都市农业观光园区。

与新的发展格局相适应，龙湖的产业体
系从宜居教育一枝独秀，到宜居教育、文化
创意、现代商贸、休闲旅游四产协调、互促共
进、齐头并进，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升级、创
新驱动、换挡提速的新时期。

“十二五”期间，龙湖镇共新招新上各类
重点项目 59个，亿元以上项目占 70%以上。
特别是随着总投资600亿元、占地10平方公
里的郑州华南城的入驻、建设和运营，集电
子商务、商品交易、物流配送“三个超千亿”
的龙湖商圈已初具规模，“双创”引领，多点
支撑、多轮驱动的产业体系更加合理。

未来的龙湖，将形成集商贸物流、教育
培训、旅游农业为支撑，以创业创新为亮点，
相互支撑、相互拉动、科学合理的产业体系，
必定为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社区居住园区上班成常态
为让更多的龙湖群众改善居住条件，龙

湖镇大力推进新型社区拆迁改造，近年来先
后启动了 16 个行政村改造，完成各类征迁

660万平方米，建成安置房 220万平方米，回
迁群众 1261 户 5112 人，城镇化率达到 80%，
领先全市整体水平19个百分点。

龙湖人不但实现了安居，更实现了在家
门口“乐业”。

该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农民合
作创业工程”等为抓手，依托农民协会、就业
创业培训班等载体，对群众进行就业、创业技
能培训，并通过组织专场招聘会、提供公益性
岗位等方式帮助农民就近就业。

该镇又在镇区西部启动了农民创业园建
设，华南城的电商产业园入驻商户也越来越多，

“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正在龙湖兴起。
龙湖镇郑老庄社区党支部书记郑建民告

诉记者，在社区里找不到 60 岁以下的“闲
人”。“在家门口随便就能找个工作，每天能挣
一二百元，谁还闲得住啊！”社区门口就是华
南城，一出门企业林立，以往外出打工的龙湖
人现在纷纷回到龙湖，开始在家门口工作或
创业。郑老庄社区居民郑式安的小儿子以前
在外地开货车，一个月挣 5000 元钱，现在回
到龙湖开货车，一个月挣6000元钱。

“在社区居住、在园区上班”已成为越来
越多龙湖群众的生活新常态。2015年全镇农
民年均收入达到 20130 元，较五年前翻了近
一番，特别是入住新型社区的群众，人均资产
达到40万元，是改造前的近10倍。

实施群众素质升位工程
市民素质决定城市文明程度，关系城市

形象及运行效率。实施群众素质升位工程不
仅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城
市精细化管理重要内容，自然也是龙湖镇的
工作着力点。

瞄准居民、高校师生、企业员工、农民工
“四类人群”，龙湖镇扎实开展好文体健身、文
明讲座、技能培训等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在文
明礼仪、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身心健康、民主
法治等方面的意识和水平，形成崇尚文明、倡
导礼仪、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

该镇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文明进万
家”活动，以点带面促进群众素质升位。以

“好媳妇”“好婆婆”“十星文明户”“模范市民”
“感动龙湖人物”评选等活动为载体，加强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深入推进

“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提高群众精神文明
素质；依托社区市民学校，分批推进群众思想
道德、法律法规、文明礼仪、科技文化等方面
培训，提高失地农民的法制观念、道德水平、
科学素质和文明意识。

新起点谋求新跨越
如今，生机勃勃、变化巨大的龙湖镇已经

让人刮目相看。但龙湖人没有满足，正在新
起点上谋求更好的发展。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龙湖镇将
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统领，瞄准在新郑市率
先实现全域城镇化、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围绕提升城镇化速度和质量、提升
城市经营管理水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突出强化东西协调发展、集约内涵发展、
绿色持续发展、全民共享发展，着力建设活
力龙湖、平安龙湖、美丽龙湖、幸福龙湖、善
治龙湖。

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潜力巨大的龙湖
镇一定会带给人们更多惊喜。

地铁建设在省会郑州备受数千万市民群众关
注，也承载着大郑州崛起的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
新郑龙湖镇成为郑州地铁延伸出城的第一个乡镇，
地铁二号线环穿该镇，并设有多个站点。

为什么郑州地铁要选择在新郑龙湖出城？这与
龙湖镇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从1953
年由郑县划归新郑，成为第七区，到1994年撤乡建

镇，改称龙湖镇，其经济、生活始终和省会郑州联系
密切，尤其是近两年承接郑州市区产业转移，以郑州
华南城为代表的众多大型项目，更是将省会优质资
源集中在该镇，而该镇也因此成为郑州都市区向南
扩展的“桥头堡”，举足轻重的地位日益显现。

“好机遇是成功的一半。”对于龙湖镇来说，大郑
州南扩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不容错过。为此，龙湖

镇在新郑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抓中原经济
区、郑州都市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三
区”叠加的大好机遇，并围绕“双融入、双承接”（融入
郑州都市区、融入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承接沿海
地区产业转移、承接郑州产业辐射）的发展战略，全力
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并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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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 培育现代产业
——新郑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纪实

正值大好春光时
节，巍巍具茨山下的新
郑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项目
建设接连开启，新型社
区陆续迎来回迁的群
众，吐着新绿的生态廊
道更是将宽敞的马路装
扮一新，热情欢迎回乡
拜祖的游子……

如此美丽的和谐发
展画卷，搁在几年前，对
当地群众来说是一个奢
望，因为那时，煤炭是支
柱，开足马力生产的园
区多是黑尘相伴。不
过，自从“循环经济”嵌
入该园区后，这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
得宜居又宜业、绿色又
繁荣，“小煤都”的印象
从此消失。

据了解，近年来，在
新郑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该园区围绕
跨越式发展目标，充分
发挥煤炭资源丰富的优
势，强力推进循环经济
建设步伐，实现了园区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尤
其是2015年，该园区全
年完成增加值 57.4 亿
元，主导产业增加值
39.2亿元；全年完成主
营业收入 223亿元；完
成规模以上营业收入
189亿元；全年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37.5亿元，主
导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16.2亿元；全年实现税
收2.6亿元，从根本上实
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脱
胎换骨。

率先突破“十二五”成绩喜人
新郑循环经济产业园的骄人成绩，来自“十

二五”期间积淀和进取。据介绍，五年里，该园区
实现全部增加值 310亿元，年均增长 4.9%；其中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20 亿元，年均增长
4.8%；五年内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95亿元，年均增
长 4.7%；其中实现主导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102亿
元，年均增长4.3%。；五年内实现全部主营业务收
入 1250亿元，年均增长 4.8%；其中实现规模以上
主营业收入 1030亿元，年均增长 4.4%；五年内实
现税收24亿元，年均增长6.3%；五年内实现实际
到位市外资金16亿元，年均增长5.3%。

敢于创新 园区建设成效显著
在近些年的发展中，该园区非常重视依托本

地实际形成科学发展的规划体系。首先，按照
“五规合一”的要求，完善园区规划，其次是明确
“一心两翼”的发展思路，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其中，“一心”即：以 6平方公里镇区为平台，建设
8大新型社区，形成集居住、商贸、教育、医疗、行
政服务等为一体的公共服务中心；“两翼”即：东、
西两翼产业集聚区。东翼是面积 5平方公里，包
括郑煤赵家寨煤矿、国投王行庄煤矿、郑煤洗煤
厂、洁净煤厂、加气砖厂、煤矸石砖厂、水泥厂等，
形成了与煤炭产业相关连的资源型、税源型循环
经济产业集聚区。西翼是面积 7平方公里，包括
以杭萧钢构、郑州一建为龙头的新郑市中原绿色
建材产业园和以促进全民创业为目标的特色农
民创业园，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创业型、创新型
为主的智慧型产业集聚区。

招商引资成绩喜人，蓄足发展后劲。当地充
分利用辛店人在外能人多、商品意识强这一巨大

的招商资源，认真落实“引资金、引技术、引项目与
创汇奖励制度”等优惠政策，广泛吸引人才、资金
的回归，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五年来，新上 5000
万元以上各类项目22个，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26
亿元。

产业结构调整得到优化，工业发展质量持续
提升。五年来，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该园区
把推动自主创新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努力构建多元化现代工业
体系，着力提升工业发展质量；在加快煤炭循环
经济产业发展的同时，引进了投资 2.6亿元的郑
州西格玛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20.1 亿
元的郑州一建建材产业园、投资 10 亿元的杭萧
钢构、投资 1.6 亿元的郑州粤中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 1.2 亿元的郑州星鹏铸钢有限公司建设项
目等项目，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依赖煤炭向煤炭、
新型建材并重转变。

传统产业得到提升，产业集聚步伐加快。该
园区深入挖掘建材、服装、化工等传统产业优势，
把培育龙头企业，扩张产业规模，强化自主创新，
营造产业集群作为主线，以促进传统产业由“分
散点状”向“集聚块状”跨越。其中，用郑煤集团
赵家寨煤矿、国投王行庄煤矿等关联企业发展煤
炭循环经济产业；引进杭萧钢构、郑州一建等新
型建材企业，带动传统建材产业整合升级，目前，
郑州一建已动工建设，杭萧钢构等建材企业已签
约落地，太极文化产业园、中新房住宅产业化产
业园、森赫电梯等一批项目正在洽谈。

基础设施建设跨步前进。在巩固以 S323省
道为轴线的园区基础上，为加大开发建设园区力
度，新建了居易游园、许衡游园、高速路口游园三
个街心游园，启动了白居易文化公园建设工程，
园区品位得到提升；启动了大学路南延工程，对
轩辕大道进行了升级改造，并进行了生态廊道建
设，园区形成了“6纵4横”的道路网络；新建了污
水处理厂、综合水厂和 2个垃圾中转站，启动了
天然气管道铺设工程；新建了卫生院病房楼，并
将原第二初中改造成赵家寨寄宿制小学，将原外
国语高中改造成第二初中，以及新建第二、三、四
公办幼儿园等，园区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条件得
到显著改善。

新型社区工作成绩突出。以新型社区建设
为抓手，将辛店镇35个行政村全部搬迁到园区8
个社区内，为园区发展聚集人气。目前，3个社区

基本建成，1 个社区正在建
设，已建成安置房 4600 多
套，入住4598套，共回迁7个
行政村群众 3930 户、18354
人。年底前将再启动3个安
置社区建设，动迁南李庄、
贾嘴、靳沟、界牌4个行政村，目前
计划动工的3个安置社区已完成了
选址和规划设计。

勇走前列

“十三五”规划有条不紊
“十三五”是大有可为的新五年，为

实现新五年发展的预期目标，该园区将
重点构建“煤—精煤、中煤、煤泥—矸石
砖、型煤—水泥—新型建材”产业链，
积极促进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以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同步发展。同时开始运作以“煤
—电—建材”和“煤—煤化工—精细化
工”为主导的产业生态链，力争精心打
造产业链条相对完整，产品紧密关联，
产业高度聚集的科技型、创新型、集约
型、生态型、流动增值型的现化工业体
系。

其他方面，2016年，投资 7000万元的综合水
厂和投资6000万元的污水处理厂将投入使用；完
成商贸创业园和商业精品街工程建设；启动居易
龙城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

到 2017年，完成乐天新城、靳沟搬迁安置新
型社区建设，同时完善基础配备设施，完成郑州一
建建材产业园一期建设工程；郑州第一纺织建设
工程；完成杭萧钢构一期项目建设，使中原绿色建
筑产业园初具规模。

到 2018年，完成特色农民创业园建设，完成
和谐佳苑赵家寨煤矿压煤村庄搬迁安置新型社
区建设。

到2019年，完成垃圾焚烧电厂项目建设。
到2020年，启动煤化工项目。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让我们静观新五

年里新郑循环经济产业园的转变和提升，拭目以
待一个崭新的、环保的、生态的新型新型园区强
势崛起，再建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