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荥阳南部重镇、资源型乡

镇，崔庙曾经有过辉煌，也有过惨重

的教训。依托资源优势，崔庙镇大

力发展了一批以煤矿和石材开发为

主的乡镇企业，最多时，煤矿企业达

20多家，石材企业达100多家。正是

依托这些资源型企业的快速发展，

崔庙镇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0 年，全

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4.27 亿元，财

政收入达到 4250 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8710 元。先后被命名为

“国家级重点镇”、“中州名镇”、“河

南省级卫生镇”、“河南省小城镇建

设试点镇”。整体经济实力位列河

南省百强乡镇第 57 位。但随

着资源的无序开发，随之

而来的安全事故、矿群纠

纷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开

始显现。如何谋转型、

调结构、促转变，已

经成为解决崔庙

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问题的关键，这

也是“十二五”时

期工作的着力点

和关键所在。

焕然 一 新 的 农 村 面
貌，为崔庙赢得了更大发
展空间

崔庙镇素有荥阳南部物资集散地
的美名，商流辐射周边县市，2005年被
国家六部委命名为“国家小城镇建设
重点镇”。为充分发挥小城镇带动作
用，近年来，崔庙镇先后投入城镇建设
资金和新农村建设资金 12000 多万
元，对镇区实施了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进一步完善了城镇功能。按照新农村
建设要求，以村村通道路建设以及基
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在郑庄村实施了
迁村并点工程，在车厂、翟沟、盆窑、索
坡等村进行新农村建设试点，修建农
村道路116公里，使全镇70%的自然村
实现了通水泥路或沥青路。

未来五年，崔庙将会拥
有一个灿烂美好的明天

在郑州宜居健康城总体规划中，
崔庙镇域范围内荥密路以东、马米线
以北均为宜居健康城的一部分。充分
抓住并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遇，将为
实现崔庙经济社会新跨越起到关键性
的作用。

面临千载难逢的良机，崔庙镇及
时规划未来五年的指导思想：以“区域
重镇、宜居城镇、山水崔庙”为总体思
路，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和质量为目标，实施工业强镇、
生态建镇主战略，不断提高综合经济
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打造特色农

产品集散中心、物流中心、生态休闲观
光中心，建设荥阳南部新城区、构建和
谐新崔庙。

提出了总体空间发展战略构想：
沿东西向纵贯全镇的须刘路而成的轴
线为一线发展轴，重点围绕迁村并点、
合村并镇，建设荥阳市南部中心镇；须
刘路以北，按照宜居健康城的建设要
求，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须刘路以
南，逐步发展适合山区种植并富有崔
庙特色的柿子、核桃、冬桃等林果业，
并大力实施封山育林、绿化造林。

具体层面上，将着力抓好四项工作。
——在经济发展上。从“十二

五”时期来看，资源开发利用仍是促
进崔庙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十
二五”期间，崔庙镇将发挥天瑞集团
郑州水泥有限公司、郑煤集团、河南
省煤层气公司等大型企业技术先进、
安全水平高的优势，整合现有煤炭、
石材资源，做到有序高效可持续开
发。从长远看，将根据现有资源可开
采总量，列出煤矿、石材企业退出时
间表。对现有正在从事资源开发的
企业，则要求其在进行开发的同时，
做好环境保护，对已开采过的有条件
地方逐步实施绿化。

——在城镇建设上。一是加快小
城镇建设，拓宽改造镇区原有道路，打
通镇区一些断头路，理顺路网结构；建
设镇区水厂；建设和完善文化、居住、
教育、医疗、体育等公共基础设施。二
是实施迁村并点。逐步把全镇 22 个
行政村 256 个自然村中人口不满 800
人、居住条件比较恶劣的村庄迁并整
合集中在五个中心村和两个社区里，

迁并的村庄建设用地转化为耕地或林
地等其它用地，同时整合镇域土地，优
化产业布局。

——在旅游开发上。依托三仙湖
水库、万山、织机洞、千尺塔等资源，分
别建设水上观光休闲度假区、名胜古
迹观光区、生态农业观光区、经济林旅
游区。同时，对将来资源枯竭后的煤
矿、石材、建材等企业，提前进行工业
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工业旅游项目。

——在生态建设上。将全镇划分
出三个类型的环境功能区：综合环境
保护控制区、资源开发生态恢复区、观
光旅游生态建设区。综合环境保护控
制区着重提高居民的生态建设意识，
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治理生态环
境；资源开发生态恢复区着重改善环
境，控制资源开发对环境的污染，对污
染企业进行治理，煤矿采掘采用新技
术方式，煤炭塌陷区搞好生态恢复工
作；观光旅游生态建设区着重禁止乱
砍滥伐，协调好农、林、地的关系，搞好
经济林种植、三仙湖水库及沿河两岸
绿化工程，打造旅游生态环境，建设旅
游度假村，发展生态观光农业。

务实重干是实现新跨
越的根本保证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实践证明：
一个人精神状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他的作为、地位和前途；一个地方，干
部群众精神状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地方事业的兴衰、得失和成败。面对
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要把工作搞

上去，打开工作新局面，谋求新跨越，
就一定要有实干精神，勇于进取，勇于
拼搏，勇于负责。

措施要实。崔庙镇目前正处于爬
坡过坎、任务繁重的紧要关口，资源整
合、产业升级等一系列工作，会遇到很
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必须带着“钉子”
精神，忍辱负重、披荆斩棘、锲而不舍
地抓工作，遇到矛盾不回避、面对困难
不退却。必须敢于在工作中出新招、
使绝招、用杀手锏，善于抓关键、抓特
色、抓亮点，在创新中激发干事热情、
解决实际问题。

作风要实。许多事实证明：要做
好一件事情，不仅要吃透上级的指示
和要求，更重要的是摸清真实情况，
只有结合实际的，才能形成自己的、
变成群众的、见到实效的。想问题、
干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事物
客观规律出发，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只要用更高的标准审视工作，做
到“拒绝理由、完成任务、注重结果、
追求完美”，就一定会使办事效率更
高、服务质量更好，达到又好又快的
目标。

效果要实。就是要多来真的，不
来假的；多来硬的，不来软的；多来实
的，不来虚的，凭实绩说话。要经过一
段时期的努力，引进一批新项目，壮大
一批新企业，叫响一批好品牌。要经
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增加群众收入，改
善生产生活环境，有效缓解就业难、就
医难、就学难等问题，真正提高群众幸
福指数，力争让工作成绩全都实实在
在，看得见、摸得着，小步快跑、循序渐
进，提升整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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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高山之

“仙”，乃为“阀门”。

高山，偏居于荥阳西南一隅，土

地面积 61.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

足3万。三十多年前，几个村民拿着

一台废旧的阀门拆卸模仿，开始谱

写自己的创业故事；三十多年后，16

大系列、近 2000 种规格的各类阀门

在高山遍地开花，并一度成为国内

阀门产业的领头羊。“中国阀门之

乡”，这个熠熠闪光的金色名片让高

山名扬天下。

“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土地贫

瘠，广种薄收”是高山镇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怎么办？如果

“靠山吃山”，只能“坐吃山空”。窘困

的地理环境赋予了高山人一种“坚韧

不拔、奋发图强、敢作敢为、创新创业”

的特殊意志品质。因此，高山人在改

革开放的浪潮中，从细微处抓机遇，在

实干中求发展，紧紧抓住阀门在高山

落地生根的契机，全民参与，全民创

业，逐步形成了“村村组组有企业，家

家户户马达转”的局面。阀门迅速成

为高山的支柱产业，从最初生产

低技术、小投资、高效益的排

污阀为主，逐渐发展成为门

类齐全、销售遍及全国各

地的知名产品。

一 招 鲜 ，吃 遍 天 。

高山人就是靠阀门技术

在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

定位。

在改革与危机的赛跑中，高
山找到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
技术创新手段的缺陷，高山的阀门产
业市场在逐渐萎缩，供大于求的现象
普遍存在。尤其是 2008 年以来的金
融危机，更加使高山经济雪上加霜，高
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2004 年，高山镇组织召开了“二
次创业誓师大会”，经过对当前形势
的深入分析，一致认为：只有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才能
找到发展的出路；只有大力发展园区
经济，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才能实现
高山经济的腾飞。从 2004 年到 2008
年，依托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排放矿
渣废弃的场地及临近 310国道的竹川
至金谷堆沿汜河区域，规划建立了

“荥阳市高山阀门工业集群区”，并大
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集聚，发
展了碳素、机械加工、制造等相关产
业。如今的高山镇已经发展成为以
阀门、碳素两大产业为支柱，以机械
加工、制造以及相关配套产业为链条
的新型经济发展体系。

经过五年的发展，全镇国民生产
总值由 2006 年的 14.1 亿元提高到
2010 年的 29.3 亿元，增长 107.8% ；财
政收入由 2006年的 2008万元提高到
2010 年的 4046 万元，增长 101.1%；农
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6 年的 5792 元增
长到 2010 年的 8970 元，增长 54.9%。
在郑州市的综合实力排名也由 2003
年的第 76 位前进至现在的前 20 强，
高 山 镇 也 获 得 了“ 国 家 卫 生 镇 ”、

“河南省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河南
省阀门重点产业集群区”、“河南省
先进文化乡镇”、“河南省文明镇”、

“河南省环境优美小城镇”、“河南省
最佳宜居乡镇”和“中州名镇”等众
多荣誉称号，连续两年获得荥阳市

“奋进杯”。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如果离开了“为民”
二字，一切就成为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连着民意。
高山镇在近年来的发展中不是单条腿
走路，而是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坚

持以民为本的社会管理执政理念，才
会在发展的道路上克服一个又一个困
难，赢得发展的先机和挑战。

高山镇通过建立综治信访服务
中心、群众信访接待站、便民服务中
心、社情民意互动平台等载体，集中
办理老百姓的合理诉求，解民困、平
民怨，群众好评如潮；在 2010 年建成
了集综治、信访、司法、社会法庭为一
体的综治服务楼，组建了社会法庭，
构建起“大信访、大调处、大综治、大
稳定”的良好格局。从 2004 年至今，
高山镇连续 7 年没有发生过刑事案
件，连续 7 年没有发生过集体上访事
件，连年被郑州市评为平安建设先进
乡镇，这是乡镇发展中的奇迹，这在
全省也不多见。

为民就要富民。高山镇在民生建
设上，近年来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群
众生活质量。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了镇区“五纵四横”街道总体
框架建设和道路的绿化、亮化建设；二
是改善人居环境，创建国家卫生镇，实
施“合村并城”工程，对到镇区购房的
群众给予每平方米40元到100元的购

房补贴；三是保障群众生活，为全镇
7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20元到100元的
老龄津贴；四是对全镇所有公民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行参合费补助
50%；五是改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改
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率先将学前
教育纳入到公办教育范畴；六是增加
群众就业，每年对农民工进行补贴性
培训，创造就业机会。

为民就要乐民。2007年，高山镇
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在 19个行政
村全部建立起了文艺演出队伍；2008
年投资 716万元建成了群众文化广场
和文化站，在全镇建设游园 21个。同
时，积极推进“郑州市示范农村文化大
院”建设，在全镇 19 个村分批建成了
集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书报阅览、体
育活动为一体的村文化大院和农村书
屋；今年，高山镇还举办了首届道德模
范表彰大会，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倡导了和谐文明的社会
主义新风尚。

以文富民、以文化人，独具特色的
“文化民生”，使高山人体会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幸福。

高
山
镇
：
在
实
干
中
求
发
展

打造郑州新组团打造郑州新组团
建设省会西花园建设省会西花园

[ ]以“打造郑州新组团、建设省会西花园、实现荥阳跨越式发展”为总体思路，以富民强市为中心任务，以“一心两翼”为总布局，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坚持工业强市、生态立市、三产兴市，建设宜业宜居宜游新荥阳。——摘自中共荥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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