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城市“换身新衣裳”

在兰考，说起本地资源优势，就不能
不说泡桐。

兰考有着典型的沙质土地，曾常年深
受风沙、内涝和盐碱“三害”困扰。为了解
决风沙之害，焦裕禄经过调研发现，兰考
土壤干湿度最适合泡桐生长，不仅能够改
善气候、绿化环境，还能作为木制品加工
的原材料，于是号召全县广为种植。

也许正是出于对生存环境的重视，
兰考人民从那时起，就把种树当成一种
习惯，世代相传。在每年 3 月份种树成
为自觉后，经过 50 多年，焦裕禄当年治
理风沙的“农桐间作”模式，已在兰考推
广到 40 多万亩。放眼兰考农村大地，没
有 一 处 裸 露 的 地 表 ，沙 丘 已 成“ 过 去
式”，森林覆盖率达到 24.25%，在平原县
市中处于上游水平。

兰考人民过去种泡桐，本是为了防风
固沙，解决生存问题。但这种树后来被制
成琴瑟琵琶，雅乐清音传天下，不能不说
是意外之喜。

最初兰考人只是用泡桐做风箱、电线

杆、家具等。没想到风箱销到外地，被上
海的一个乐器制作大师偶然发现：这是做
音板的最佳材料啊！原来，兰考的沙土
地，加上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使泡桐
材质疏松却宁折不弯，用乐器行家的话

说，透音透气，共振性能良好，堪称“会呼
吸的木材”，是做民族乐器最好的材料。
于是，兰考泡桐的“音乐天分”，由此为世
人所知。

开始做乐器，兰考人是从只做原材

料的家庭作坊起步。如今从各种配件到
成品，种类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已
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现在，兰考的民
族乐器生产企业已有 34家，涉及古筝、琵
琶、扬琴、古琴等 20 多个品种，年销售额
达 2亿多元。数据显示，内地以桐木为原
材料制造的民族乐器，90%来自兰考，因
此兰考也被称为“国家民族乐器音板生
产基地”。

除了乐器制作，木制品加工企业在兰
考已有 560多家，每年木材加工产业销售
收入达 100多亿元，形成了一条 4万人就
业的“泡桐经济”产业链。

在当地最早从事乐器生产的中州乐
器有限公司的厂房内，公司负责人介绍
说，这家公司年产 2 万台古筝，销往全国
各地，“留不住货，做出来就拉走了！”目前
该企业有 200多名工人，月工资都在 3000
元以上。“他们都是附近农民，在家门口就
业，下班就能回家照顾父母孩子。”

泡桐，过去为百姓遮风挡沙，如今又
为百姓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

工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劳动力留在
兰考之后，摆在兰考新型城镇化建设面
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有序推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此，兰考积极
探索实施教育牵动、住房牵动，强化社
会保障、农民权益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保障，推动农业人口市民化。

“社会保障一体化”。扩大社会保
险覆盖范围，将进城务工人员、自谋职
业、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社会
保障体系，将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
城乡统一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
推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现城乡
居民养老、医保并轨。目前，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 98%，全县 10 多
万 60 岁以上老人从 2011 年开始每月
领取 60元的养老金，提前实现了“老有

所养”；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和
服务能力建设。实施乡镇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完善城乡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提高新农合管理水平，
积极推进支付制度改革，探索按病种
付费，按床日付费等多种支付方式，助
推公立医院改革。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
乡教育一体化，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
投入力度，促进城乡教师合理流动，加
快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和标准化建设；
推进城乡文体事业一体化，加大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积极构建多层次、全
覆盖、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群
众阵地和文体队伍；推进城乡劳动就业
一体化，探索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
园区，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岗
位，将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和工业园区

发展与农民就业相结合，使农村劳动力
就业水平与城市基本持平，提高工资性
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城市承载力”。推进水系、环
城防护林带和沿高速、高铁、国道的绿
地生态走廊建设以及推进棚户区、城中
村拆迁改造工程；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力度，加强将进城务工农民纳入保
障性住房供给范围政策落实情况监督，
确保符合条件进城务工农民在保障性
住房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建
立稳定劳动关系的进城务工农民纳入
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建立完善住
房公积金异地互认、转移接续制度；建
立“人地挂钩”机制，在县城和产业集聚
区周边建设住宅社区，以优惠价格提供
给本县域内自愿退出农村宅基地及住
房的进城农民。

盐碱地里盛开泡桐花
——河南省兰考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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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兰考，大多数人会首先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那部家喻户晓的经典电影《焦裕

禄》。这部电影让大家记住了焦裕禄亲民爱民、无私奉献的“人民好公仆”形象，也让人

们看到了兰考贫穷、落后的一面，并且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家的

意识中根深蒂固。

如今，在焦裕禄精神的引领下，经过了几代兰考人的努力，“敢教日月换新天”正在

兰考成为现实。2014年该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13.95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29

亿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33.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2%。近年来，兰考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兰考入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50年前，焦裕禄以“拼上老命大干一
场”的豪迈气概，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
害斗争，向贫穷落后宣战。

50年后，兰考人民为了摆脱世人对其
贫穷、落后的印象，决心首先通过建设美
丽新家园，为自己“换身新衣裳”，让大家
看到一个崭新的兰考。

以“六城联创”为总目标，兰考县先后
创成了省双拥模范城、省级园林城市、省
级卫生城市，省级文明县城、省级生态县、
省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县的创建工作也在
有序推进。在此过程中，兰考的人居环境
得到改善、城市形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
豫东新城正在慢慢成形。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三年来兰考投资
5 亿多元，新修和改造了 40 多条道路和 2
座立交桥；投资3150万元完成了五干渠及
杜庄西支河硬化，并对五干渠等县城河道
漂浮物进行打捞并长期保洁；对路桥下的
垃圾进行了清挖；对县城主次干道的绿化
带进行及时修剪与补栽。

实施绿化、亮化工程。投资2000万元
完成人民广场建设项目；对30多条道路高
标准绿化，完成文化交流中心、兰阳湖、三

馆两场、五干渠及农场支渠等绿化项目，
该县绿化总面积达 906.9万平方米，县城
绿化覆盖率30.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8.1
平方米；加强路灯管理，县城建成区亮灯
率达98%。

从过去的风沙弥漫、盐碱茫茫，到
现 在 的 泡 桐 成 林 、绿 树 成 荫 ，在 兰 考
县黄河路北段住了 50 多年的李显耀
最有发言权：“现在县城跟过去比，真
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外地人来俺

县城，都想象不到这儿以前会有那么
穷。”

如今，下了班吃完晚饭的兰考人，或
是来到滨河公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或是来
到人民广场跳会儿广场舞，或是来到兰阳
湖公园湖边小憩，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越来
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兰考的“换身新衣
裳”，是通过建设美丽新家园，给城市一个
新的面貌，换言之，这件“新衣裳”是穿在
了百姓身上。而对于兰考县委自身的办
公环境和条件，他们依然继承了焦裕禄艰
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县委每个狭小的办
公室内，用了几十年的桌椅、办公柜却比
比皆是。

距离兰考县委大院南边几百米就是
兰考火车站，这座陇海线上普通的豫东小
车站，见证了这些年兰考人民为了生存的
几次转移。

1962 年，焦裕禄来兰考的第一天，在
火车站看到外出逃荒的群众直流泪；上世
纪 90年代，听说外出打工能挣钱，兰考人
又一次坐上火车离开；现如今，兰考企业
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的兰考人又坐着火
车回来了，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兰考用了 30年把自然灾害的重灾区
变成产粮大省的产粮大县，粮食高产虽然
极大改善了群众生活状况，但增收后劲明
显不足，工业成为困扰兰考发展的“短板”。

对此，兰考通过“工业强县”战略，实

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业结构不断优
化、经济总量不断壮大，使品牌企业和具
有兰考特色的优势资源产业集群成为其
工业耀眼的标签，燃起了兰考走向经济强
县的希望。

随着项目在兰考的落地生根，带来的
不仅仅是资金、产业，更把长久在外漂泊
的兰考人吸引了回来。三环华兰集团是
兰考木制品加工行业的龙头，年产值达

6000万美元，公司里兰考本地员工已经突
破 4000人；在该县的城关乡姜楼村，一位
在外经商多年的回乡创业人员，通过流转
6000亩土地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让附近
8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成为职业农民。

还有曾经作为农村实施集体经济的
榜样树立起来，被焦裕禄称为“双杨树的
道路”的红庙镇双杨树村，更是把工业园
建到村头。占地1000多亩的工业园区，塑

钢厂、食品加工厂等企业就在家门口。在
塑钢厂，村支部书记吴青云介绍，现在，园
区不仅把村里的富余劳动力全部吸纳了，
每年还有两三百万元的税收，为双杨树村
发展积聚了力量。最近，听说又有两家外
资企业将要落户工业园区。

“过去 17 年，我总共介绍了 2 万多名
兰考人外出打工。”最早在兰考从事劳务
输出的游富田说，“这几年，我再也不用介
绍人出去了。过去我们总认为劳务输出
可以实现农民脱贫，现在才明白，加快项
目建设，实现农民家门口就业，会给百姓
带来更多实惠。”游富田说，“未来5年兰考
的各种产业发展，将使本地剩余劳动力全
部得到消化。”

种出来的“泡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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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阳湖公园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现代化的体育场馆提升了城市品位

日益丰富的群众文化生活

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兰考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