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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新郑市新港产业集聚区 110 千
伏的莲河变电站内，电力设备正全速运转，源
源不断的电能从这里被输送出去。距离不远
处的神州路上，未来还将再新建一座 15万伏
的变电站。一个集聚区内，为何需要如此大
的用电量？

沿该集聚区庆安路一路向北，答案“一目
了然”。仅在这条新建的道路两旁，金丝猴、
冠超食品、麦佳啤酒、恒升厨具……一个个在
建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片充满生机的
土地上，让人目不暇接。

庆安路上的这些项目，仅仅是该集聚区
产业项目的冰山一角。近年来，作为首批省
级重点产业集聚区、首批对外开放重点产业
集聚区的新港产业集聚区，将食品加工和生
物医药项目作为招商重点，先后接纳搬迁企
业 68 家、郑州市产业转移企业 36 家、新郑市

“退二进三”企业 30家。截至六月份，该集聚
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5亿元、固定
资产投资实现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73%、
104%！

仅上半年，该集聚区在建亿元以上工业
项目就达15家，总投资约70.28亿元。截至目
前，集聚区内签约的企业项目实现全面开工
建设，其中包括总投资 20亿元的和润集团粮
油深加工及粮食物流项目，总投资 11亿元的
天津药业搬迁新建项目等。

产业的集聚发展，需要连片的土地作保
障。为实现“腾笼换鸟”，该集聚区通过对空
余和低效土地增减挂钩、建设新型社区等方
式，将大片土地成规模整理出来，并优先用于
发展工业。以集聚区内正在建设中的河赵社
区为例，节约出的原村庄 3500亩土地没有用
于房产开发，而是全部交由该市政府用以发
展产业，以实现“用产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支撑
城市建设，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

随着“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实现，使
“产业向园区集中”成为可能，于是“居住向镇
区集中”自然水到渠成。该集聚区内众多产
业项目的落地、投产，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就业支撑。目前，该集聚区内的务工
人数接近 2万人。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签约的
总投资 5亿元的标准化厂房配套商业住宅项
目建成后，可提供就业岗位 6万个，带动周边
2000名群众就业。

家在集聚区附近老庄刘村的刘彦伟，两
年前从外地打工回来后，就再没出去。从前
一起打工的几个外地工友，如今也跟着他来
到河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务工。“在家门口就
能挣钱，没必要出去了！”刘彦伟的说法，代表
了很多当地年轻人的想法。

有了就业作支撑，“就地城镇化”正逐渐
成为现实。目前，该集聚区正稳步推进新型
社区建设工作，已经启动的总投资18亿元，可

安置 1.1万人的河赵社区建设项目，现已建成
10栋安置楼房，下半年可实现部分群众回迁。

为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促成“产业发
展—就业支撑—城市建设”的良性循环。当
下，该集聚区正以交通路网为带动，加快各项
基础设施建设。未来，随着中兴路东延二期、
新村大道东延等工程完工，新港产业集聚区
南组团将遵循该市“两城、两市镇”的定位，与
中心城区实现无缝对接，并通过新城老城互
动，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的承载能力。

同时，该集聚区已开始对莲河进行综合
整治，总投资 600 万元的截污干管工程已启
动。随着集聚区内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日趋
完善，以及对河流等生态景观工程的进一步
打造，“新港产业集聚区宜居生活区”的区位
定位将越加明显。凭借着产业的集聚、人气
的聚集、环境的提升，还将吸引更多产业项
目进入该集聚区内，而这里的土地势必“寸
土寸金”。

随着土地的升值，该集聚区未来也将在
促进周边地区产业升级转型，推动一、二、三
产联动发展，助推农业现代化上发挥自己的
潜能，同时，通过与周边区域联动，为该市

“地产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良性循
环创造条件。

郑韩大地，产业集聚作为支撑新郑临空
经济强市建设的全新力量正在“聚变”、勃发！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
调研郑韩故城保护立法工作

本报讯（记者 沈磊）7月 3日，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范强率法制代表专业组及部分法律咨询委员会专家到新郑就
加快《郑州市郑韩故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立法工作进行调
研。新郑市领导彭立、彭德成等陪同。

范强一行先后到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郑国车
马坑、暴庄韩王陵等地进行察看，实地了解文物保护和管
理工作情况。通过实地察看和听取汇报，范强对新郑市
文物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文物保
护工作支持力度，加快推进《郑州市郑韩故城遗址保护管
理条例》立法工作。

自我剖析 查摆问题
扎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 通讯员 王洋）7月4日，新郑市委

书记王广国到他的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龙湖镇，就该镇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召开专题座谈会。该市领导王效光、马国
亮、左建新、王建民等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王广国指出，龙湖镇要积极总结经验，先谈工
作问题，再谈班子问题；先找自身问题，再找他人问题。在查
找问题时，要从方方面面进行总结，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找根
源，要结合当前信访稳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自我
剖析；要以“六大工程”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以提高
群众幸福指数为任务，努力取得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效；要继续扎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按照作风实、眼光锐、工
作细的要求，大力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按照标准要
高、行动要快、整体要优、可以推广的目标和方向，扎实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

科学规划土地方案
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通讯员 王洋）7月4日，新郑市领导王
广国、马国亮、彭立等到该市龙湖镇，就该镇土地整理工作召
开专题会议。

会上，龙湖镇、国土局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就龙湖镇土地
整理工作相关规划情况进行汇报，并就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

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以土地整理工作为契
机，突破当前发展中遇到的瓶颈，激发发展活力，通过土地整
理，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土地部门
要科学规划，密切配合，及早拿出完整、科学、详细的方案；要
强力推进，尽快落实项目和人员，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发挥长效机制作用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7月 3日，新郑市召开坚持依靠
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工作推进会。该市领导王效光、
汤晓义出席会议。

会上，新烟街道办事处、孟庄镇、环保局、法院等四个单位
负责人对前一阶段网格化管理工作进行汇报；会议对该市各
单位的网格化管理工作进行回顾点评。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提高思想认识，扎实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要完善制度机制，深入推进条块融合；要突出工作重点，
切实抓好“双基”、“双治”、“双安”建设；要提升服务质量，着力
发挥载体作用，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作用，主动作
为，务实创新，为建设临空经济强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用微腐蚀断代技术
研究具茨山岩画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刘象乾）
具茨山岩画是河南省文化宝库中最为璀
璨的瑰宝之一。近日，由著名岩画学者
——澳大利亚世界岩画联合会主席、《世
界岩画研究》主编罗伯特·贝德纳里克，印
度岩画协会会长库玛尔，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汤惠生，中原岩画领军人物刘五一，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樊温泉组
成的专家组，在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会
长高林华等的陪同下，就具茨山岩画的断
代问题，结合岩画微腐蚀断代技术，开展
实地探访和研究。

2008 年 10 月以来，具茨山区发现了大
量以凹穴、沟槽、线条等组成的岩画，上千
处岩画点分布在 30 多平方公里的具茨山
区，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国内罕见。具茨
山岩画的发现，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
关注，吸引了大量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
察，并对具茨山岩画发现的重大意义给予
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引发了探索中原岩画
的热潮。然而，岩画断代问题一直难以解
决，直接影响着对这些岩画内在科学价值
的认识。

岩画微腐蚀断代技术，是揭示岩画创
作年代的前沿学科，掌握这一方法的学者
极少，汤惠生教授是国内掌握这一技术为
数不多的专家之一。汤惠生等专家学者冒
着酷暑深入具茨山山区，对岩画点和摩崖
石刻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观察、比对，发现多
个岩画点和摩崖题记可以满足微腐蚀断代
研究的需要。

据了解，汤惠生等学者还将在新郑及
其他相关县市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取得
更多数据，为具茨山岩画创作年代提供一
个科学的依据。

新郑市民花书增
入选“中国好人榜”

本报讯（记者 赵丹）近日，记者从新
郑市文明办获悉，该市薛店镇花庄村村民
花书增入选中国好人榜 2014 年度 6 月份
诚实守信类好人。

今年 71 岁的花书增是新郑市薛店镇
原广播站职工。退休后，他在薛店镇花庄
村办了一家面粉厂，凭着良好的口碑，生
意越来越红火。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骗
局，让原本红火的面粉厂被迫倒闭。面对
数百名讨要欠款和欠粮的乡亲们，花书增
义无反顾地扛起 20 多万元的债务，17 年
如一日恪守对乡亲们的承诺，终于还清所
有债务，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华民族几千
年来诚信的优良传统。

今年以来，新郑
市牢牢把握“抓改革、
强投资、调结构、求提
升”的总基调，深入实
施“双融入、双承接”
发展战略，更大力度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更高层次增强产
业竞争力，更优效率
提升网格化管理水
平，更实举措保障和
改善民生，促进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社会
和谐稳定，奋力开创
临空经济强市新局
面。为展示 2014 年
该市各项事业发展情
况，本报从今日起开
设栏目《加快推进临
空经济强市建设》，从
项目建设、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产业转
型升级、新型城镇化
建设等方面展开报
道。敬请关注。

“新”的力量“郑”在聚变
——新郑市新港产业集聚区发展走笔

本报记者 刘佳美

百年老字号“丁家粉蒸肉”

香甜可口、肥而不腻的丁家粉蒸肉。

近年来，新郑市积极构建四通八达的路
网，提升新郑直达郑州、城区连接乡镇的通行
能力，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刘栓阳 高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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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于很多人来说，小时候吃过的
那些传统小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还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
忆。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大多
早已无迹可寻。但新郑人是幸运的，
如今在新郑很多传统小吃仍被代代
相传并历久弥新，“丁家粉蒸肉”便是
其一。

在新郑，提及粉蒸肉或米粉肉，
很多人会将其与老城西大街的丁氏
家族联系起来，“丁家粉蒸肉”在大家
心 中 已 经 成 为 这 道 菜 的“ 正 宗 品
牌”。的确，作为丁氏家族的世传佳
肴，“丁家粉蒸肉”历经六代人传承，
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

据家族第六代传承人丁红建介
绍，这道菜最早源自清末的丁家饭庄
（后改为萃宾楼）。相传丁家一位先
辈曾是新郑颇有名望的厨艺大师，曾

先后做过县衙、州府的主厨，后进京
成为皇家御厨，告老还乡后在老城北
大街开设了丁家饭庄。

丁家饭庄开张之后，由于新郑古
为“九州通衢”的南北交通要道，是南
来北往的皇家官员和名人客商的必
经之地，特别是清朝年间常驻当地的
京城官差，常到此用餐，因而把各地
风味、官府烹饪技艺也传到这里。丁
氏家族厨师们博采南北风味精华，在
传统“条子肉”扣碗的基础上经过改
进提高，创造出了这道美食佳肴，很
快成为新郑家喻户晓的一道名菜。

“丁家粉蒸肉”有别其他，最重要
一点是在制作过程中，每个丁氏后人
都在虔诚地遵循着上代人口口相传
的教诲，制作流程传统而又神秘。他
们将炒好的江米捣碎成粉，再配以面
酱、大料等，再将切片的五花肉置于

其中反复揉搓，这时肉中水汽挤出、
大料沁入肉中，一进一出之间，配料
与五花肉完美融合，之后每碗放上七
八片上蒸笼，剩下的一切就都交给时
间。两个小时过后，扣盘后的粉蒸肉
色泽剔透、样如水晶、红白相间、诱人
食欲。入口中，肥而不腻、香甜可口、
酱香突出、五香味浓。

凭借着这道菜声名远扬，丁家第
五代传承人李尊曾作为名厨之一，在
1952年毛泽东到黄河视察时，到郑州
为主席做饭，而烧制的菜肴中便有这
道丁家粉蒸肉。

如今，随着丁氏粉蒸肉的影响越
来越大，丁氏家族的嫡系徒弟遍布全
国已有千人之多，这种世代相传的制
作工艺经过几代人的改进，逐渐成为
一种美食文化，得以传承。

刘佳美王建民 文/图

▶大学路南
延工程施工现场
一派繁忙。

▼中华路北
延施工现场，建
设者冒着酷暑加
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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