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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开花 星火燎原沃绿野

农村工业化的尝试最早发端于巩义
的回郭镇，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这里却
是有名的穷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岭
上十年九旱，滩地三年一涝”的回郭镇，
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今年已73岁
的王占高老人，曾先后筹办机械厂、化肥
厂、电厂并长期担任企业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说：“要提高农民生活，就要提高
农业产量，要提高农业产量就得改善生
产条件。岭上旱、滩地淹，怎么解决呢？
打井、开河，平地、施肥。”

这些都需要电，需要化肥，钱从哪里
来？办工厂。王占高回忆，当时虽然全
国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回郭镇人
从毛主席“五七指示”中拿到法宝，提出

“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
一批社队企业迅速崛起。

“最有名的是建在偏僻的沙沟河的
五七化工厂，当年投资，当年盈利。”王占
高说。建成五七化工厂之后，回郭镇利
用“滚雪球”、“母鸡下蛋”的办法，又先
后投资办起了化肥厂、棉纺厂、铸造厂、
砖瓦厂、电器厂、第二化工厂等企业。
到 1974 年 10 月，回郭镇的社队企业已
由最初的 6 个发展到了 57 个，全镇到处
厂房林立，农村浇地和耕田基本实现了
机械化。

竹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
型，竹林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到在
全国声名鹊起，第一步也正是因为早早
走了工业化的道路。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竹林镇党委书记赵明恩回忆说，
竹林正式走上致富的道路是在 1983 年，
当时他领着群众创办了耐火材料厂、煤
矿等企业。到1987年时，竹林的GDP就
达到了 847 万元。目前，竹林镇拥有 82
家工商企业，产品出口 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从1982年到2007年，固定资产由87
万元增加到 16 亿元，社会总产值从 202
万元增加到26亿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郭镇、竹林办
企业的做法开始迅速在各地蔓延。

从小到大 历经风雨身强骨壮
从最初回郭镇“村村点火，户户冒

烟”的五小工业遍地开花，再到乡镇企业
和上市企业，我市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可
以说是历经风雨。

以前的巩义沟岭纵横，土地贫瘠，但
现在却是全国最大或处于全国前列的高
档耐火材料、铝精深加工、净水剂、水刺
无纺布、机织地毯生产基地；6 家企业在
境内外上市，是中西部地区上市企业最
多的县级市。说起巩义农村工业化的发
展历程,已经年过七旬的原巩义县委副书
记杨凤林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拉开
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也打开了巩义市工业
发展的闸门。五小工业遍地开花，形成了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庭院企业格局，
涉及电线、化工、机械、建材、煤炭、冶炼、
耐火材料等10多个行业。

1991 年，撤县建市后，巩义市提出
“强力兴工，以工促农”的经济发展战略
和“创百亿”奋斗目标，上项目、引资金办
企业热潮翻滚。至 1997 年年底，该市股
份合作制企业达到2000多家，采取兼并、
租赁承包、拍卖和资产重组等办法转换
经营机制的企业数百家。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非公有
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的论断。十五大刚刚闭幕不
久，巩义市米河镇小里河村就上演了足
以载入中国经济发展史册的一幕。
1998年 8月，鑫旺集团正式改制，张春旺
拥有了集团 51%的股份。巩义出现的全
国第一例“摘红帽”，为全国突破乡镇集
体经营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新路。目前，
该市非公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
重的 80%以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
要支柱。

1999 年河南竹林众生正式上市，从
此揭开了郑州农村工业化道路上新的篇
章。截至目前，巩义的上市企业已达 6
家，成为全国中西部地区拥有上市公司
最多的县级市。

除了上市企业之外，我市还涌现了一
批特色的工业园区，其中回郭镇铝加工园
区年销售额已突破150个亿，而荥阳市建
筑工业、阀门工业集群区被授予“中国建
筑机械之乡”和“中国阀门之乡”称号。

开足马力 新农村建设大步向前
伴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大步向前，新

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党的十六届五中全
会后，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我市于
2006 年全面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工作，重

点“两手抓”：一是实施“百村示范、千村
整治”工程。在全市 2285 个建制村中选
择 104 个村作为重点示范村，选择 1000
个村作为整治村，改善基础设施，进一步
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加大村庄整治
力度，改善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生产条
件，为全市新农村建设树立鲜活的典型，

以点带面，分层次推进新农村建设工
作。二是城乡统筹，加大投入力度，积极
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
农村延伸，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

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登封市大金
店镇三里庄村的新农村建设之路，把农村
工业化的助推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三
里庄有1000多口人，耕地面积却只有840
亩，人多地少的状况一度成为农业发展的
瓶颈、农民致富的难题。1988年，该村创
建了第一个民办企业——嵩山高温元件
电炉厂，次年即实现盈利。自此，该村民
企投资高潮迭起，最终建立起远近闻名
的三里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高新技术园区建立初期，三里庄村
就坚定地走“生产发展、民企共富”之
路。企业征用土地后，优先安排失地农
民进厂上班，农民每年在得到企业分红
的同时，还有工资收入。虽然该村人均
耕地面积由1995年的0.98亩减少到2004
年的 0.78 亩，但人均纯收入却由 1995 年
的2300元增加到2004年的4790元，增长
了108％，远高于周边村庄。

农村工业化不仅助推了新农村建
设，同时也加快了农村产业化的进程。
目前，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到 216
家，其中国家级 11 家，省级 40 家。这些
龙头企业有种植型、养殖型、加工型和流
通型，其中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有 78
家，年销售收入达到158亿元。加大对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投入力度，强化设施农
业基础性建设，提高园区技术含量，完善
园区的高新科学技术示范展示，传承文
化和休闲观光功能，全市 25 个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有两个进入国家级园区行列，
有 5 个达到省内一流水平。技术创新能
力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使产业链条和
配套服务行业逐渐延伸，形成了食品工
业集群、饲料工业集群、乳品工业集群、
流通产业集群和现代示范园区集群。农
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共建立各类农产
品基地170多万亩，促进了农林牧渔业的
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带动本地及外地136万农户，有力地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一大批农户走上
了致富之路。

乡村如画 农民生活红红火火
农村工业化的强力推进使我市的农

村城镇化建设大幅提速。在巩义小里

河，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幅丰盈的水
墨画：远山起伏，翠柏森森；广场游园，绿
草依依；连片的楼房，红瓦白墙，颇具中
原风情。村内弯曲而平整的水泥路把一
户户错落有致的民居连成一体，整个村
落显得既有古典风貌又有现代气息。新
当选的小里河村带头人张全利对记者
说，目前小里河已率先普及 12 年义务教
育和农村合作医疗，免除学生学杂费，全
额资助考上大学的孩子，对 60 岁以上的
老人，除共享养老设施，每人每月还发给
100元零用钱。36栋农民公寓陆续投用，
规划区内800农户全部乔迁新居，拥有户
均 200 平方米的私产。村里 80％的适龄
人员在当地的鑫旺集团所属各企业上
班，2008 年职工人均收入达到 1.3 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全村居民储
蓄余额超过 3 亿元。全村共有 200 多户
人家用上了私家车，占到全村 1000 户数
的 20%，近百户已在上街、郑州等地添置
新居。

目前，全市建制镇已达到70个，占乡
镇总数的65.8%，其中重点镇33个。加强
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使农民生
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交通、通讯更加
通畅快捷，建制村实现了村村通路，天天
有公交车坐；电视、广播实现了全覆盖；
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进一步强化
和完善。所有自然村通了电，生活用电
与城镇居民同网同价；53.1 万人吃上了
安全水，健康有了保障；95.5%的农民享
受到了新型合作医疗补助；在全国率先
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将和
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养老保险。

农民生活步入小康。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农民增收开辟了多种
途径。在郑州市230万乡村劳动力中，从
事二、三产业的人员占到 47.3%，平均每
户村民中有 1 人从事非农产业。农民工
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中二、三产业收入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0%，成为农村居
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30 年前，郑州
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而今达到
了 6594 元，并且连续四年增幅达到两位
数，连续两年增幅超过城镇居民。农民
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整体小康，2007
年生活消费支出人均 3916 元，为历史最
高水平。农村工业化开拓出一条强市富
民的康庄大道。

2007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
入达1527亿元，同比增长38.5％，
其中，全市县域生产总值达到
1386.5 亿 元 ，占 全 市 总 量 的
57.3%，这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达到 666.9 亿元，占总量的
72.2%，农村工业化对农村经济的
发展作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0 年前我们念兹在兹的三
大差别，在市场化浪潮中削峰填
谷，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弭界线。
其间，城乡壁垒的轰然坍塌，二
元结构的渐次打破，使得一个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更
具纵深，更显活力，它增加的是
社会财富，改善的是居民生活，
提升的是人口素质，带动的是城
乡共荣。

郑州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
目标，一直与农村工业化、农业
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城市现代
化、城乡一体化紧密相连。五化
建设，浓缩了郑州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建设的许多方面，承载
了商都 30年市场旅程中太多的
艰难和欣喜。

农村工业化：栉风沐雨拓富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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