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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奇异而充

满激情的“旅程”：

一粒小麦被送到郑

州的粮食加工企业里，

从原粮变成面粉，然后

又卖给农业产业化企

业，变成西萨面包、三全

或者思念饺子、郑荣馒

头、白象方便面、金星啤

酒……在这一次次的旅

行中，一粒小麦不断地

“升值”，身价甚至可以

增长10倍。这样的升级

道路被称为农业产业

化。如今，这样的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正在

我市不断涌现，通过产

业化这根“金纽带”，郑

州农业源源不断地生产

出亮闪闪的“金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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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奇异而充满激情的“旅程”：
一粒小麦被送到郑州的粮食加工

企业里，从原粮变成面粉，然后又卖给
农业产业化企业，变成西萨面包、三全
或者思念饺子、郑荣馒头、白象方便面、
金星啤酒……在这一次次的旅行中，一
粒小麦不断地“升值”，身价甚至可以增
长10倍。这样的升级道路被称为农业
产业化。如今，这样的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正在我市不断涌现，通过产业化
这根“金纽带”，郑州农业源源不断地生
产出亮闪闪的“金蛋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
以来，我市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
工业的理念、商业的手段、服务业的意识、
外经贸的措施积极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我市农村开始调整产业结
构，并尝试向产后加工、流通等方面的转
变，用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品牌化的
理念来构筑农业产业化支撑体系，农业
产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农民增收的空
间不断拓宽，农业产业化的“魅力”之果正
散发出它独特的“芳香”。

产业化与品牌齐奏增收曲
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新型农

业经营方式，核心是利益机制，关键是
龙头企业。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市培育和壮
大了一大批农业龙头企业，这些企业
破茧化蝶领舞，与农民互为依存，共生
共荣。据统计，河南的速冻食品占据了

全国速冻食品市场份额的60%，在全国
速冻食品市场中，每10个汤圆中有6个、
每10个水饺中有4个出自郑州。主打农
村市场的白象集团年产方便面50亿包，
成为全国第三大方便面生产企业。

市场竞争是产品的竞争，更是品牌
的竞争。为提高企业品牌意识，我市设
立 100 万元专项资金，对获得驰名商标
和国家级、省级著名商标、名牌称号的
农产品给予奖励，打造一批竞争力强的
名牌农产品。

在利好政策的刺激下，三全、思念公
司的速冻产品，金星啤酒均被认定为“中
国名牌产品”，新郑奥星的红枣片、博大面
业的挂面、云鹤食品公司的水饺等获得

“河南省名牌产品”。这些拥有优势品牌
产品的龙头企业，通过自身扩张，整合链
条，实现了农民致富和产业升级，使我市
农业产业化经营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农业产业化向深度和广度进军，郑
州农业走出国门赚外汇。目前，我市出
口农产品的种类已发展到10大类20多
个品种，蔬菜、大蒜、红枣、蜂蜜及速冻
食品、鲜切花卉等出口齐头并进，改变
了过去以蔬菜出口为主的单一结构。
2007 年，全市出口创汇企业达到 31 家，
全年完成6500万美元，同比增长15%。

生产优质、高效、质量安全的农产
品，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
入，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内容。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市农业局
坚持实行从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两个环
节把好关，确保居民的食品消费安全。

去年我市新认定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10万亩，总数达到140万亩；新认证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20个，总
数达到128个。在去年农业部对全国37
个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三次例行监测
中，我市蔬菜、畜产品和水产品检测合
格率均全国名列第一位。

优化了生态繁荣了经济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是关键，

农户是基础，作为“第一生产车间”的基地
则是根本。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业农村结构
调整的主攻方向，通过夯实基地建设，积
极引导农产品向优势产业带集聚。

省委、省政府十分关心郑州农业的
发展，明确提出要把郑州建设成为全省现
代农业示范区。为了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
伐，市委、市政府制定了《郑州市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等一系列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明确了现代农业的整体布
局，建设目标和保障措施。在空间布局
上，以市区为中心，呈放射状圈层分布，
依次为都市农业圈层、近郊型农业圈层和
远郊型农业圈层。在建设内容上，主要是
培育八大主导产业，建立十大生产基地，建
设二十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扶持五十家
重点龙头企业，建立完善十大批发市场，以
此带动农村生产力发展，转变农业增长方
式，促进农业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我市按照稳步发展第一
产业，积极发展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
三产业的发展思路，推动了农业产业

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一是以畜牧业
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奶业生产和规模化
健康养殖，畜牧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产
值的比重达到38%，接近农业现代化国
际水平。二是种植业变粮经种植结构
为多元化高效生态结构，名特优新的蔬
菜、瓜果、花卉、中药材、牧草生产基地
规模稳定，效益成倍提高。三是拓展农
业功能，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在有关产
业政策支持下，以速冻食品、方便面、啤
酒、面粉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以
农产品配送为主的农业商贸物流业，以
休闲体验为主的观光农业迅速崛起，成
为现代农业的优势业态。

值得骄傲的是我市是中原地区乃
至全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
集散地。全市目前拥有固定资产300万
元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就有72个，年
交易额达到100亿元。一个多元化的市
场主体、多层次的市场网络和多形式交
易相结合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正在向我
们走来，它无疑会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中发酵出良好效应。

政府助推产业化带农增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市农业
产业化在规模经营、品牌建设、组织化
程度及标准化体系、流通体系、社会化
服务体系上的飞速发展，政府部门运筹
帷幄，正确处理行政推动和市场带动的
关系功不可没。

近年来，我市以扶持培育农业产业

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为突破口，不断提
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快现代农业
建设进程。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郑州
市相继制定了《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经
营重点龙头企业的通知》、《关于强力推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等文件，自
2003 年以来，每年拿出 500 万元，从
2008 年开始每年拿出 2500 万元作为对
龙头企业扶持的专项资金。

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数量增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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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市还加大对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投入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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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市龙头企业集聚度显著
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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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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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更多理由期待，伴随着政府
部门开拓性服务力度的不断加大，相信
我市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必将再上一个台
阶，构筑农民增收致富的路更宽更广。

书写黄土生金的千年神话
本报记者 刘俊礼

从农村到城镇的“蝶变”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基本国情决定

了我国的农村和大城市之间必须有一
个过渡带，必须有一个辐射和凝聚互动
的城镇网络。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提出，坚持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城
镇化道路的显著特征，就是大力发展小
城镇，小城镇点多面广，农民可以“离土
不离乡”，“在家门口就业”，就地转移农
民，融入城镇。

城镇化水平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
达程度相辅相成。只有经济发展了，创
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农民搬出农舍进楼
房、放下锄头进车间，收入增加了，城镇
化就会水到渠成。

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巩义市竹林
镇，是我市乡村城镇化变革的一个典型。

上世纪 80年代初，竹林还是一个山
高石厚土薄的穷山村……1980年2月，赵
明恩当选为竹林党支部书记。在这位被
省委书记徐光春誉为“想干事、能干事、干
成事的优秀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带领下，
竹林村创办了耐火材料厂、煤矿等企业，
集体经济发展得红红火火。

1994 年 11 月 28 日，竹林和周边
几个村合并，设立竹林镇。如今，竹
林摒弃了以牺牲矿产资源和生态环
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以
生态旅游、休闲经济为主要内容的
第三产业，拥有企业 82 家，企业年销
售收入超过 20 亿元，全镇人均年纯
收入达 8100 元，成为“资产股份化、
企业科技化、管理现代化、生活城市
化”的现代城镇，先后被评为全国文
明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试点、国家
可持续发展示范区，荣获联合国改
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完成了从
农村到城镇的“蝶变”。

省委书记徐光春考察后，深有感触
地说：“竹林镇是名副其实的农村城市
化发展的一个典型，不仅在河南而且在
全国都有典型意义，我深深为河南有这
样一个典型而骄傲！”

赵明恩说：“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
业，从最初级的出售资源到精深加工，

从小山村走向城镇化，竹林哪一次大转
折都发端于解放思想，得益于改革开
放。如果错失了当年的发展机遇，今天
的成就想也不敢想！”

改变农村面貌的“加速器”
新密市以资源型企业众多而著称，

近年来，该市采取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精细化管理，“提速”城镇化建设，
仅在 2006 年，新密市就斥资 6 亿元，让
乡村与城镇加速对接，一座座各具特色
的小城镇迅速崛起。

城镇化建设为农民带来诸多实
惠。4 年中新密累计投资 5 亿多元，新
修和改造道路近 1200 公里，各种游园、
广场、游乐场、绿化林带、路灯、公厕、垃
圾回收站等基础设施遍布城乡，各镇区
实现了硬化、绿化、亮化、美化。该市黄
固寺村建成了整洁优美的花园式小区，
郭岗村建成了设施齐全的城镇化村庄，
于湾村建成了整齐划一的社区化楼房，广
大农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密已成为
全省 26 个加快城镇化进程重点县市之
一，该市超化、刘寨、大隗、白寨、牛店 5

个乡镇进入国家、省、市重点镇行列。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奏曲”
城镇化发展不是唱“空城计”，小城

镇作为城市之尾、乡村之首，只有形成
产业支撑能力，才能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大力促进各类
要素向城镇集聚，一些特色城镇企业园
区享誉全国，如巩义市回郭镇铝工业
园，被命名为“全国先进科技产业园”，
荥阳市因出现建筑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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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骨干企业和特色
产业为依托，全市涌现出了一大批食品
城镇、工业城镇、旅游城镇。

巩义是个工业大市、工业强市，曾
经有一个阶段，由于产业布局分散，没
有形成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带动效应。
该市聘请专业设计院所，统一修订完善
了城镇规划。同时，完善城镇功能，提
升城镇品位，打破城乡壁垒，深化户籍、
土地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在子女入
学、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享受“市民待
遇”，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

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加速推进
城镇化进程。

“三个集中”既是发展模式的创新，
也是生产关系的再调整、社会资源的再
整合。目前，巩义已形成市、镇两级工
业集聚区 15 个，入园企业达 600 多家。
巩义民营科技园区已发展成为我国北
方最大的铝深加工产品集中地。

从农民到市民的嬗变
市统计局的一项数据表明：全市城

镇化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将增加城
镇就业6.84万人。城镇化被称为吸纳、
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
就业的现代容器。

惠济区南阳寨村由于四面环绕铁
路，土地被大面积污染，经济发展缓
慢。近年来，南阳寨村以工业化促进城
镇化，走出了一条农村城镇化、农民市
民化的发展之路。

为了发展工业，南阳寨村规划建设
了占地 600 亩的工业园区，吸引到了 24
家企业入驻，转移全村 300 名富余劳动
力就业。2004 年 3 月，该村利用被污染

的土地建成有45栋楼、绿化率达50%以
上的花园式社区，每户村民仅住房资产
就达40万元以上。

登封市298个行政村中，有86个村
的地下埋藏着大量煤炭。2006年，登封
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出资，在彻底解决群
众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前提下，对86个村
庄实行搬迁，推进城镇化。之后，有关
部门加强群众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走
上新的致富道路。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环境多因素
交织在一起的一项系统工程，既是将农
民转变成市民的过程，也是促进农民的
生产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接轨的过
程。城镇化既要使农民产生外在的变
化，还应产生“内变”。

郑州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期
1978年，郑州市的城镇人口为141.8

万人，城镇化率为32.4%；市统计局调查
显示，2007年年底全市城镇人口为450.8
万人，城镇化率为 61.28%，是全省平均
水平的近两倍，居全省首位。

理论界认为，当城镇化率低于30%
时，城镇化进程处于起步阶段；介于
30%到 70%之间时，城镇化进程处于加
速阶段；高于 70%时，城镇化进程处于
成熟阶段。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耿明斋教
授认为，城镇化率提高，意味着郑州进
入了一个快速的城镇化阶段，整个城市
的分工会更明细，效率会更高。

面对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许多
房地产企业已开始从大城市“上山下
乡”，新田置业进军荥阳，新地产入驻新
郑，金成抢滩新密，天明进入中牟……

省经济学会会长杨承训认为：郑州
应突出构建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小城
镇网络结构。从郑州市GDP的区域分布
来看，市区和各市县布局合理，郑州的发
展符合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要求。

根据《郑州市 2008 年～2020 年城
市总体规划》，到 2020 年，全市总人口
将达 1000 万人，城镇化率达 79%左右。
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嵩山脚下，黄
河岸边，会出现更多活力四射的现代化
城镇。

近年来，我市农村开始调

整产业结构，并尝试向产后加

工、流通等方面的转变，用专业

化、市场化、信息化、品牌化的理

念来构筑农业产业化支撑体系，

农业产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农

民增收的空间不断拓宽，农业产

业化的“魅力”之果正散发出它

独特的“芳香”。

观光农业延伸了传统农业
的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对于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成为城里
人”，可谓是孜孜以求的心愿。

早在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指
出，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出路，归根结底还
是要靠加快城镇建设，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
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如今，驱车穿行于郑州各地，只见一座座
城镇商贾林立、人来人往，集中连片的住宅楼
拔地而起，现代化的广场、游园随处可见，田
园之中是星罗棋布的厂房……

改革开放30年，是郑州历史上城镇化进
程最快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