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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经纬

叶落兮归根，故里兮牵魂。从 2006 年
至 2013 年，连续 8 年成功举办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的新郑，已成为无数海内外炎黄子
孙寻根的圣地、心灵的故乡。8 年间，新郑
通过举办拜祖大典，不仅让海内外的华人
华侨找到了认祖归宗的起始地，更是让 56
个民族的中华儿女拥有了文明共享、和谐
共进的融汇点。

8 年来，新郑的根文化、姓氏文化得到
了越来越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认可，同时
前来投资兴业、寻根拜祖的人络绎不绝，在
文化交流的同时，拜祖大典不断促进着新
郑乃至郑州、河南经济的发展。

黄帝文化吸引四方游客
在黄帝故里景区的姓氏广场上，来自

山东的一家四世同堂在姓氏墙边合影留
念。78 岁的老人张德昌激动地对记者说：

“咱们百家姓中前 120 姓里有 86 姓都源于
黄帝族，也包括我们家的‘张’姓。不同姓
氏的人们聚在这里，就像广告牌上写的那
样——‘同根同祖同源’，所以这次我们一
大家子来这里拜祖，特别带上我 4 岁的重

孙子，也算是让他来认祖归宗了。”
在具茨山景区新修建的环山步道上，

几名穿着登山装备的年轻人告诉记者，他
们是专程从平顶山自驾游来到这里，就为
了寻找传说中的黄帝活动古迹。一名女孩
儿满头大汗地说：“早就听说这里有神秘的
具茨山岩画，还有黄帝屯兵洞、大宗祠、娘
娘庙，在这儿不仅仅是单纯的登山，还能亲
身感受丰富的黄帝文化。”

在新郑博物馆，在郑国车马坑景区，在
郑凤苑，在轩辕湖湿地文化园……全国各
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凸显着黄帝文化巨大
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旅游热潮孕育无限商机
每年举办过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后，热

潮涌动下的新郑都会在春天里迎来秋天般
的收获。通过拜祖大典的磁场效应，旅游
业极大地带动了住宿、餐饮、交通、商贸、娱
乐等相关产业的兴旺发展，形成了互动联
动的良好局面。

近日，记者走访了该市的部分饭店和
宾馆，异常火爆的生意让工作人员忙得

不亦乐乎。在具茨山景区的农家乐园
内，老板王铁军顾不上停下手里的活儿跟
记者说，这些天他每天从早上六点忙到晚
上十点，一家十几口人全部上阵还是忙不
过来。“这几天的生意已经把这一年的房租
都给挣了。我准备再租几间房，扩大经营
规模。”王铁军说。

在新郑汽车站出站口，排队拉活儿
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每年拜祖大典
后的这段时间，他们的生意都格外好。

“只要啥时候没活儿了，就来汽车站等
着，一拨一拨的游客从不间断，生意特别
好做。要是遇见包车的游客，我们收入
就更多了。”一名出租车司机透露，这段
时间他的收入是平时的三倍多，所以最
近同行们见面，大家相互晒收入时心里
都是美滋滋的。

一招激活，全盘皆活，新郑文化旅游产
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典催生的商
机枝繁叶茂，蓬勃发展。

项目签约助力经济腾飞
8 年来，通过拜祖大典，黄帝故里新郑

不断与时俱进，提升内涵，逐步培育经贸、
科技、文化等重要支点，积极打造让世界了
解新郑、让财富走进新郑的绝佳平台，有力
地塑造了这一紧贴“中国梦”成就“中原梦”
的文化品牌。

据了解，在拜祖大典当天举行的经贸
洽谈会上，新郑完成签约项目9个，合同总
金额达 138.8 亿元。整个拜祖大典期间的
经贸洽谈活动中，新郑市共签订投资项目
53 个，总金额达 476 亿元。而在 2006 年拜
祖大典期间，该市签约合作项目 36 个，总
投资额73.2亿元。

8 年来，随着签约项目投资规模越
来越大，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项目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不仅实现了文化与经贸
的和谐发展、互动共赢，更为新郑乃至
河南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持续不断
地注入新的活力，增添发展后劲。而以
拜祖大典的品牌效应为具体促进与辐
射影响，这一重要平台正愈来愈多、愈
来愈好地发挥着凝神聚力的作用，不断
促进新郑各项事业日新月异、高质高效
地发展。

寻根游热潮涌动 大典后商机无限
本报记者 刘佳美

编者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

经济发展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不起，慢不
得，坐不住，我们必须掏实劲，出真招，
求实效。近日，本报记者兵分几路，深入
我省部分先进产业集聚区采访，学习各
地你追我赶的发展经验，这些经验也许
可以给予我们启示。从今天开始，本报
推出《他山之石 先进产业集聚区发展
周边行》栏目，对学习来的经验进行报
道，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20 年前，被称作高科技产业化
“试验田”的新乡高新区正式创建。时
过境迁，如今“试验田”已结出累累硕
果，新乡高新区成为新乡市对外开放
的窗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城市
建设示范区、自主创新核心园区、现代
化科技新城区。

2012 年，高新区晋升为国家级开
发区。共为发展献礼，同面发展新
机。新乡市另一经济增长极——经开
区随后也一同晋升为国家级。黄河故
道沙荒地里建立起来的工业新区变成
了如今的“宝地”，迅速发展成为以先
进制造业基地，汽车及零部件、特色装
备、化纤纺织以及高科技新兴产业为
主的集聚区，成为河南产业集聚区中
一枝奇葩。

产业集聚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产
生着综合效益，成为推动新乡经济发
展的新生力量，不断谱写新乡经济腾
飞的新篇章。

启示一：
产业集聚区不是一个普通

的工业区块，而是一块体制、机
制和制度改革的“试验田”

新乡市上下一开始就认识到：体
制创新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源泉，增创体制优势比单
纯依靠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持久、更关键。

于是，在新乡，一系列的机制、体制和制度创新，如泉
喷涌而出——

改革审批制度：在有关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做到能合
并审批的手续尽量合并，能缩短审批时间的尽量缩短，能
取消的手续尽量取消，能委托的权限要尽量委托。

提供高效快捷的公共服务：“围墙外政府办，围墙内
企业做。”这是各个开发区的服务口号。

对于入园企业的项目报批，园区管委会都会提供“专
人受理，专人送件，专人联系，限定报批时间”的服务，并
落实报批责任制，真正做到一站式、保姆式服务。

搭建公共服务平台：高新区系统开展创新创业孵化
服务，着力打造覆盖企业成长全过程的创新创业孵化体
系。创业服务中心建设有 4 个孵化基地，总孵化场地面
积3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206家，毕业企业60家，涉及生
物新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汽车零部件
领域。科技企业孵化器为高新区一批中小型科技企业降
低了成长成本，缩短了成长周期。

面对企业招工难，农民工就业难，特别是困难职工子
女、失地和文化素质较低农民就业更难的情况，经开区利
用区域内70多所职业技校的优势，建立了农民工培训基
地，致力打开招工难、就业难的“两难锁”，取得显著效果
以及长远效益。“入驻企业需要招哪些工种，培训基地就
培训哪些技能，而且这部分费用全部由我们承担。”经开
区管委会负责人说。

启示二：
产业集聚区不仅仅扩展着新乡的经济规模，

更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的生动诠释

曾有人说，产业集聚区不但是新型工业化的平台，也
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平台。抓住了产业集
聚区，就抓住了推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关键。

新乡的产业集聚区吸引并壮大了投资者，同时受益
的还有在这里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民。记者真切地感受到
了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的气息，感受到了以工业化推动
城镇化的“标本意义”。

新乡市全面贯通集聚区和城区之间水、电、路、气等
基础设施管网建设，实现与城区的互联互通。除了加大
保障房建设力度以外，新乡市还在城区结合处规划建设
了一批高档社区、酒店、商业中心等服务性设施，提升投
资环境。在学校、医院建设方面，结合村庄搬迁，在社区
内规划建设一批配套的小学、卫生室等，引导重点学校、
重点医院建立分支机构，服务集聚区发展。同时引导金
融、邮政、通信等单位在产业集聚区内设立分支机构，服
务集聚区企业生产、生活。

与全国很多地市一样，土地和人力同样是制约新乡
市产业集聚区发展的两大瓶颈。对此，新乡市发挥作为
全省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的优势，将集聚区内村庄搬迁
纳入年度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管理范围，加大农村土
地整治力度，努力拓展建设用地空间。仅2011年新增建
设用地4.1万亩，是年度计划指标的8.7倍，较好地保障了
产业集聚区发展需求。

经济的发展既解决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钱从哪里
来的问题，也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往哪里去的问题。
在新乡，农民除了越来越多地走进工厂外，还有很多进入
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说，附近新增
的企业一家接一家，回村的青年也越来越多，挣钱不少花
钱不多，与其做城市的农民工不如做农村的上班族。

启示三：
思想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外推力，科技创新

是产业发展的内动力。

快速发展呼唤创新，创新更需要发展提供的平台。
“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大片荒草丛生的沙丘地带。”
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自豪地介绍。（下转T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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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泉湖水库规划
建 设 顺 利 实 施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通讯员 乔静）暖
泉湖水库作为新郑市应急备用水源的一项
重要民生工程，建成后将有效保障流域内
农田灌溉和城市公共供水安全。4 月 16 日，该
市 领 导 张 国 宏 、王 建 民 带 领 相 关 单 位 负
责 人 ，到 暖 泉 湖 水 库 实 地 调 研 规 划 建 设
情 况 。

该市领导一行到库区规划建设现场，实地
察看工程进展情况，听取有关人员的工作情况
汇报，并针对规划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现
场办公解决，随后深入到库区群众家中，详细了
解动迁安置情况。

该市领导指出，要加快推进水库建设、动迁
安置、要素配套等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认真完成水库规划建设工
作，确保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顺
利实施。

新郑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五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4月18日，新郑市
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主任会议。该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书良，副主任王军生、孙阔、彭
德成、郭明熙、王金灿、左建新、杨流出席会议，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冯西乾、副市长康红阳
等列席会议。

会议分别听取审议了关于新郑市环境保
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和新郑市农业现代化进展
情况的报告，以及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
农工委关于该市环保和农业现代化工作情况
的调查报告。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执法、
真正体现以人为本；要强化宣传，提高全民的
环保意识；要加大政府投入，改善和完善环保
设施；要增强品牌意识，抓好产、供、销一体；
要加大科技投入，推进土地集约化，实现农业
专业化和规模经营，鼓励和引导农民做好土
地流转，使农民利益不受损失，真正让农民过
上城市人的生活。

人大代表视察
具茨山景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4月16日，新郑市人
大常委会领导李书良、王军生、孙阔、彭德成、郭
明熙、左建新带领部分人大代表视察该市具茨
山景区建设工作。该市领导刘五一陪同。

代表们先后对景区主步道建设情况、登山
步道绿化升级改造工程、环山步道建设情况进
行了实地察看，并在现场听取了相关负责人的
情况汇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代表们对具茨山
景区建设总体情况表示满意，并对景区规划及
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会议同时指出，具茨山景区的发展要进
一步加大建设力度，完善设施，注重细节；要
主打“黄帝牌”，景区建设要与黄帝文化相结
合，找准定位，突出特色；要将景区旅游业作为
朝阳产业、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用心谋划，
统筹发展。

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刚刚过去，新郑市围
绕“三主三辅”现代产业体系，集中精力抓好重点工
业项目跟踪服务，为新郑经济发展增添生机和活力。

上图 建设中的中储粮新郑直属库大豆油储运加
工项目工地。

左图 河南桑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生产太阳能热水器。

本报记者 刘栓阳高凯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沐风 通讯员 张正威文/
图）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
县发生7.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新郑市红
十字会迅速行动，向全市发出救助四川雅
安地震灾区募捐呼吁书，组织大学生志愿
者走上街头发放募捐呼吁书，在炎黄广场
设立募捐站，方便市民献爱心。

与此同时，新郑的企业也积极行动起
来。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得知灾情
后，全体员工自发捐款 30 万元，公司立即
停止饮料和即食红枣产品订单，将生产的
价值 80 万元的产品捐赠给地震灾区。雏
鹰集团立即启动“你捐款我送肉，共同支援
雅安灾区”的爱心行动，拿出价值 1000 万
元的生态肉产品，用于回报各界捐款者。

图为一位母亲特意带着孩子到炎黄广
场募捐站捐款。

本报讯（记者 刘栓阳 高凯 通讯员
王歌）今年第一季度，新郑市财政收入实
现平稳较快增长，财政实力不断提升，重
点工程保障有力，民生支出进一步增长。

第一季度，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97918 万元，占预算的 69.93%。其中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02273 万元，
占预算的 32.36% ，比上年同期增长
39.37%；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95645
万元，占预算的 177.86%，比上年同期
增长659.61%。

第一季度，全市完成地方财政支出

248522 万元，占预算的 56.52%，比上年
同期增长 182.48%，其中公共财政预算
支 出 完 成 86593 万 元 ，占 预 算 的
26.27%，比上年同期增长 35.57%；政府
性基金支出完成 161929 万元，占预算
的147.21%，比上年同期增长571.71%。

新郑市首季财政收支平稳增长

先进产业集聚区发展周边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