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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武镇：重规划强产业维民利
高标定位，科学规划。广武镇始终坚持

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和新型农村社
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理念，高起点
高标准编制“三化”协调空间布局规划暨广武
镇总体规划。

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广武镇结合自身
产业发展与布局、土地流转、耕作半径、交通
条件等，将全镇43个行政村进行整合，突出产
业集聚区所在地、旅游景区所在地、镇政府所
在地三大重点区域，将25个行政村并入镇区，
16 个行政村并入 3 个新型农村社区，形成“一
中心，五基点”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可节约
集体用地1.65万亩。一中心，即广武镇区，由
南北两个组团构成；五基点为分布在镇区周
边的五个新型农村社区，即唐垌社区、后王社
区、南董社区和两个移民村社区。

合理布局，着眼长远。在综合考虑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计划到 2020
年，将中心镇区由现在的3.2平方公里扩大到
17.5平方公里，人口由1万人增加到5万人，形
成中心镇区、产业集聚区和农民创业园——
新型农村社区——高标准农田的空间布局，
城镇化率达到100%。

精心设计，和谐拆迁。广武镇坚持“分类
指导、科学规划、群众自愿、就业为本、量力而
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本着群众认可、美观实
用的目的，编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和建
筑设计；坚持民主决策，尊重群众意愿，让群
众广泛参与到新型社区建设的整个过程，做
到和谐拆迁、统一安置。目前，已完成房屋拆
迁33万平方米、安置农户400多户约1500人，
建成安置房14万平方米。

广武镇位于
郑州市西北 30 公
里，总面积 154 平
方公里，辖 43个行
政村，人口 9.6 万，
是郑州市最大的
一个镇，荣获“中
州名镇”、“国家级
卫生镇”、“省级生
态镇”和“郑州市
文明镇”。广武镇
历史文化积淀深
厚，地处黄河中下
游分界线，是中国
象棋文化的发源
地和历史上著名
的楚汉争霸古战
场；其农业经济独
具特色，河阴石
榴久负盛名。“鸿
沟”牌大葱品质
独特，已成为国家
地理标志性保护
产品。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群众求发
展、谋幸福，群众利益是一切工作的立足点
和出发点。

政策惠农，维护群众利益。坚持“不在
农民身上打主意、不以牺牲粮食为代价”的
原则，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解决民生问题
结合起来，确保农民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眼
前得实惠、长远有保障。

设施惠农，改善生活环境。多方筹措

资金，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
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环境。在交通建设方
面，投资约 4 亿元。在配套设施方面，投资
270 万元建设镇区中心水厂一座，目前管
网铺设结束；投资 2600 万元规划建设污
水处理厂一处，目前已完成投资 1800 万
元；与雨润天然气公司达成协议，管网开
始铺设。

医保惠农，解决看病难题。持续加大财

力投入，关注农民身体健康。目前，已实现
新农合全覆盖，新农保参保率 98%，有效解
决农民因病致残、因病致困问题。

科技惠农，提高创业能力。利用开办
农民就业免费培训班，开放远程教育和社
区阅览室等形式，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的创
业技能，并多方位向农民提供就业岗位，方
便农民不出家门就能就业，实现由农民向
工人的转变。

广 武 镇 依 托 自 身 区
位、交通、资源优势，综合
研究产业发展现状，本着
发展壮大“北部旅游、中部
工贸、南部农业”三大板
块的整体思路，合理布局
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快速
发展。

在北部旅游板块中，
以桃花峪 3A 级景区、汉霸
二王城景区、江南春温泉
度假酒店、河南中原影视
城和百果庄园等重要景点
为着力点，由沿黄生态文
化旅游区、体验式农业度
假区和温泉度假—养老服
务产业区构成；重点开发
广武山旅游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占地 19344 亩，计
划 5 年创成 5A 级景区，项
目完成后，预计年接待游
客 1000 万人次，实现年综
合营业额 12 亿元，新增
3000个服务性岗位就业机
会；积极引导桃花源社区、
唐垌社区的农民到旅游景

区开办农家乐、经营旅游
产品等，促进农民增收。

在中部工贸板块中，
以省级重点项目四维机电
为依托，由商贸文化核心
区、煤矿装备制造产业集
聚区、农民创业园构成，
引导中心镇区的农民到附
近企业就业。同时，在农
民创业园规划建设标准化
厂房，鼓励全镇零散企业
进行集中布局，集约节约
用地。

在南部现代农业板块
中，充分利用郑州市优质
粮主产区、种子基地独特
优势，以 5 万亩高标准示
范方为依托，投资 4000 余
万元，着力打造“田成方、
路成网、林成行、渠相连”
的现代农业生产区，招引
农业龙头企业，引导后王
社区、南董社区的农民，
通过土地经营权合理流
转 ，实 现 现 代 农 业 规 模
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

以群众利益为核心 打造和谐幸福新市镇

简
介

大冶镇地处嵩山
东麓，位于登封市区
东南 25公里、郑州市
西南 64公里处，总面
积 98.7 平方公里，辖
34 个行政村，341 个
村民组，人口 7.8 万，
全镇规模以上企业
57 家，是传统曲剧
《卷席筒》和现代豫剧
《朝阳沟》的故事发源
地。近年来，先后荣
获“中国最佳新农村
建设示范名镇”、“全
国争先创优示范单
位”、“全国生态文明
先进单位”、“2011 年
中国可持续发展百强
乡镇”、“河南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河南
省卫生镇”、“郑州市
文明村镇”、“郑州市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郑州市新型城
镇化十强乡镇”、“郑
州市文化产业特色
镇”等荣誉称号。

简
介

该镇邀请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河南
分院修编《镇总体规划》，将34个行政村规
划为一个中心镇区，四个新型农村社区，
既发挥了镇区的中心带动作用，也便于群
众就近居住。在社区周边规划建设农业
自主产业园，实现农民群众有事干，有钱
挣，进一步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突出工作重点，社区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2012 年，全镇开工建设四个社区，完
成投资 1.08 亿元，开工建设家属楼 36 栋。

中心镇区大冶新区前期准备工作已到位，
老井社区开工建设 16 栋住宅楼，弋湾、西
施二个新型农村中心社区进展顺利。西
施新型农村社区建成住宅楼 5 栋，在建 7
栋住宅楼。扎实推进交通路网及生态廊
道拆迁建设工作，完成拆迁 18.8 万平方
米，新修公路3.5公里，完成生态廊道建设
7公里，绿化面积35万平方米。强力查处
违法建设，扎实开展省级卫生镇创建，顺
利通过了省级卫生镇验收。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
中，大冶镇制定了一系列相关
政策：一是控制宅基地手续，一
律不得在未经规划的土地上建
宅，公共基础设施一律不再向
人口居住分散地投入；二是投
入大量资金，加强社区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及卫生所、文化
大院、排污等公益设施，增强社
区对群众的吸引力，对于自愿
入住规划社区的群众，镇政府
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数量不等的
奖励，充分调动群众入住社区
的积极性；三是积极整合上级
各项支农资金，将各项惠农支
农资金集中利用于社区建设，
利用政策资金的导向作用，集
中资金提高社区建设质量，完
善社区服务功能，以提高资金
利用效率；四是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先锋
模范作用；五是在全镇范围内
推行60岁以上老人镇政府每人
每月发放 40 元补贴制度、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及养老保险制
度，5 年来累计发放 60 岁以上
老人补贴 1420 万元，逐步解决
社区群众的后顾之忧；六是加
强管理，打造精细化城镇。全
镇配备环卫工人300余人，对镇
区卫生实行网格化管理，取得
了明显成效。2011 年，该镇被
命名为省级文明镇，去年被命
名为省级卫生镇。

近年来，大冶镇新型城镇
化建设累计投入资金4.8亿元，
开工建设居民小区 5 个，入住
群众 2.5 万人，老井社区 16 栋
住宅楼 5 栋二层已封顶，其他
11 栋地基已完成，预计 10 月
底建成入住。大冶新区计划开
工建设 15 栋家属楼，前期工
作正在进行。朝阳沟森林公
园、弋湾香椿产业园也进入实
施阶段。大冶镇将以新型城镇
化建设统领全镇工作大局，着
力打造平安、实力、富裕、生
态、文化、和谐大冶。

注重产业布局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撑
作用，对全镇产业发展进行科学布局：东
北部特色养殖和农业种植经济区、南部
特色养殖和林果经济区、西部产业聚集
区、东部和西部森林公园及中部综合服
务区（中心镇区）。目前，该镇已形成一个
工业经济园区和以香椿、核桃种植等特
色农业为基础的农民创业园，有效实现
了社区群众就近就地解决就业，实现增
收。2013 年，镇政府计划投资 3850 万元，
建设朝阳沟森林公园、弋湾香椿产业园、

石岭头社区蔬菜种植园、中心镇区农民
创业园四个特色产业园。

以大冶工业园区为平台，加大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引进劳动密集型企
业，积极引导社区群众到园区就业。群众
入住社区后，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原有耕
地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采取
公司化管理的模式，对连片耕地进行规
模经营，委托企业集团，实行“公司+农
户”的方式，对土地经营管理权进行流
转，安排社区群众到附近农业产业公司

务工，实现土地的增值和种地农民向产
业工人身份的转换，带动社区居民收入
的增加。刘碑社区原有土地实现流转后，
发展规模经营和立体套种的模式，实现
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亩均产
值达到 5700 元，有效地提高了社区群众
收入。近年来，该镇累计流转土地 7000
亩，通过“森林公园+农户”、“合作社+农
户”、“公司+农户”等引领带动农民参与
市场经营，推动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使农
村人享受到城市人的现代化生活。

超前谋划，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科学布局，发挥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撑作用

建立机制，引导新型城镇化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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