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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一座宜业宜居和美幸福之城荥阳市：一座宜业宜居和美幸福之城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任学军 文/图

在荥阳园林中心上班的刘翠兰每天都会沿着瀚
宇·天悦湾小区内天悦湾滨河公园走几圈，一边呼吸
着新鲜空气，一边听着广播健身，她感慨道：“前几年
这里虽然是荥阳‘四库一河’的一部分，但还是一片
洼地，到处干涸荒凉，真没想到现在建设得这么漂
亮，说起来，我真是高兴啊。”据她介绍，她在荥阳工
作生活 20多年，荥阳近几年真是好事连连……“如
果真要让我罗列感到幸福的事，一时半会儿给你列
不完啊！”她兴奋地说道。

其实，刘翠兰健身的小区就是荥阳市推进新型
城镇化、实现群众“优居梦”最恰如其分的写照。

荥阳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严格落实
“一个主体、四个权益”要求，2012年以来共实施征
迁村庄 128 个、涉及 15.3 万人，完成征迁 2229 万平
方米；累计开工新型社区 58 个，建设安置房 581.3
万平方米，回迁群众 9.03 万人，回迁比例达到
59%。并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通过精准扶贫
确保同步小康。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3.1亿元，
完成 28个贫困村整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4498户、
15638 人，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85 个、科技产业
化项目 47个、区域特色经济项目 3个、“雨露计划”
转移培训 6313人。

其实，刘翠兰阿姨提到的“四库一河”项目就是
荥阳市打造郑州西花园，实现群众“生态梦”的又一
个缩影。

“四库一河”项目是荥阳市委、市政府谋划实施
的一项公益性工程、生态工程和民心工程。“十二
五”伊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
发挥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独特
的山水自然资源成为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首要任务，
也是决定荥阳未来发展的关键。基于此，荥阳市
委、市政府围绕“以水为脉，城水相融，打造生态和
谐宜居荥阳”的目标，从立足郑州、立足中原的大视
野出发,决定以贯穿市区的索河及沿河四座水库进
行综合整治为切入点，谋划以索河为轴线，以“一河
四库”为基础，通过对滨河岸线资源整合，串联起索
河沿线各个城市功能空间，将其作为一个发展整体
来进行规划建设，谋求以良好生态自然环境促进产
城互动，带动荥阳城市化水平全面提升，并以项目
的实施为载体，逐步带动全市经济、文化、旅游、城
市建设、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不断提升全市的综合竞争力，塑造“生命的纽带、生
态的环境、生动的景观交相辉映的活力新城”。

“四库一河”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充分发掘和利
用荥阳独特的山水资源优势，而且是放大优势的一
次实践活动。随着沿索河生态景观带的形成，并以
此为核心向外辐射，必然起到“筑巢引凤”的效应，
带动沿线土地升值，引领两岸产业的发展，以良好
生态环境促进产城互动，并由此带动荥阳区域经济
快速健康发展，引领荥阳新的经济增长极，实现荥
阳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2012年以来，该市通过多种措施实施生态建设
打造郑州西花园，从而实现群众“生态梦”。截至目
前，累计完成廊道绿化 4700万平方米；大气污染防
治深化细化，“四库一河”等水系治理成效明显；全
域旅游深入推进，打造沿黄和南部旅游产业带，建
设刘沟、汜水等美丽乡村，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持续
开展，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田园城市，荣获全省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市、中国最美宜居宜业
宜游城市。

打造郑州西花园 实现群众“生态梦”

推进新型城镇化 实现群众“优居梦”

“四库一河”项目

整体项目规划南起三仙庙水库，经丁店水库、
楚楼水库，向北至河王水库，沿索河南北全长约 35
公里，总规划面积约102平方公里。项目整体规划
在沿河 200米范围内进行河道治理及生态景观打
造，在沿河 200~1000米范围内进行相关产业配套
和综合开发建设。

“四库一河”项目一期工程规划面积约 6000
亩，于2011年11月开工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中原
西路至丁店水库沿河 200米范围内河道治理和生
态景观打造，估算投资约40亿元，主要是通过索河
沿线的综合整治，建设沿索河经济文化景观带，提
升城市整体档次，带动产业升级，推动城市建设。
目前已完成土方挖运 606万立方米、打造地形 271
万平方米、栽植各类乔灌木181.2万株、地被类苗木
约 105.5万平方米；完成投资约 12亿元，绿化面积
完成约4500亩，河道整治面积完成约900亩。

瀚宇·天悦湾项目

该项目位于郑上路以南、新 310国道以北、万
山路以西至索河两侧。该项目涉及荥阳市城关、楚
楼两个行政村，总占地3021.6亩，其中，居住用地占
地1719.75亩，总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总投资70
亿元。安置区占地 233亩，建筑面积 34万平方米，
投资 10亿元。目前，已拆除企业 120家、农户和居
民户 1711户，完成拆迁面积 71万平方米。在建第
一安置区26万平方米2036套，主体完成92%，完成
投资 10.2亿元。项目范围内河道景观打造已基本
完成。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村民安置、商业、办
公、休闲健身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成为
荥阳体量最大、环境最美的宜居地之一。

中国中车郑州公司基地项目

郑州南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主营城际动车
组造修、城轨地铁造修、现代有轨电车造修、高速动车
组检修服务等四大板块业务，是河南省唯一的动车组
制造、检修企业，并拥有地铁车辆、低地板现代有轨电
车制造检修技术能力以及高速动车组的检修能力。

正在投建的轨道交通装备造修基地总投资 18
亿元，占地640余亩，分三期建设，最终年产能为新
造轨道车辆500辆，检修2000辆。

基地一期工程已于2015年5月开工，在建项目
有涂装、总组装、预组、调试和试验厂房以及动调、
存车线、辅助公用设施等。完工投产后，将形成轨
道车辆涂装、总组装、车辆试验、车辆静态调试、编
组动调能力，以及新造 300 辆/年，动车组高级修
400辆/年的初期产能。

这里，区位优越，交通便利，紧
邻郑州中心城区，有陇海路西延、中原西

路、郑上路、科学大道西延、沿黄快速通道等快速
通道与郑州紧密相连，距新郑国际机场仅40分钟车

程，陇海铁路、郑西客运专线、310国道、连霍高速、郑州绕
城高速横贯全境，形成铁路、公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

这里，山川秀丽，人文厚重，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曾是富
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东方名郡”，《史记》中涉及荥阳的记载达
160多处，是“中国诗歌之乡”“中华诗词之乡”和“中国象棋文化
之乡”“中国嫘祖文化之乡”，是中华望族郑氏、潘氏、冯氏祖地。

这里，截至“十二五”末，完成生产总值613亿元，是“十一
五”末的1.7倍，年均增长10.6%；跃居“2015年度中国中小城
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60位，较2011年前移6位；最具投
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市第33位，较2011年前移12位；获
评全省“2014年度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先进
县市”第一名、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工作
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

这座城市的名字叫荥阳。当前，她正
昂首阔步行走在宜业宜居和美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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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将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突出让人
民群众生活更美好，围绕‘抓改革创新、强投资开放、促结构转
型、求民生改善’总体要求，以‘三大主体’工作为统揽，坚持工
业强市、三产兴市、农业稳市，着力调结构稳增长、抓城乡促统
筹、惠民生保稳定、优环境强保障，加快建设‘四个荥阳’，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实现荥阳发展新跨越。”荥
阳市委书记宋书杰自豪地说。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总体上，
荥阳市将主动融入郑州国际商都建设，围绕“打造郑西新城、建
设和美荥阳、率先全面小康”总体目标，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持续工业强市、三产兴市、农业稳
市、生态立市四大战略，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弯
道超车、争先晋位、科学跨越。重点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
城乡发展一体化、强力推进开放创新、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实现
全民共建共享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现代产业体系初步构建，
城镇化全域实现，开放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迈出新步伐，全市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住进新社区，如何增加群众收入？
荥阳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中，积
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深化开放创新双驱动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抓
手和举措。

该市采取坚持两手抓战略：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提升。认
真落实工业经济“三年倍增五年超越”计划，预计“十二五”末规
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700亿元，年均增长 16.2%，位居 2014年
全国工业百强县(市)第 61位。按照“做大、做强、做优”原则，加
快以超硬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两大主导产业
发展，规划建设建筑机械、阀门、游乐设备等特色装备产业园。
荥阳产业集聚区荣获全省“十快”和郑州市“两强”。郑州新材
料园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之一，白
鸽、四维等5个项目建成投运，华晶等6个项目正在加紧建设，10
个项目正在做前期工作。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引进。大力发
展智能制造、军民融合、节能环保、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积极
开展大招商、精准招商，五年累计引进超5000万元项目157个，
合同金额 739亿，成功引进国机、华晶、中车、海格制造基地、北
航金阳电气、虏克电梯、北京奥特莱丝、河南豫发等重大项目；
累计引进域外境内资金 490亿元，年均增长 21.3%；实际利用外
资 6亿美元，年均增长 10.3%。建设创新创业综合体，引进高端
人才，荥阳连年保持“全国科技进步县（市）”，荣获“河南省知识
产权优势区域”“河南省专利申请二十强县（市）”。

中国中车郑州公司基地项目，就是荥阳市实施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群众“致富梦”举措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中国中车郑州
基地将发挥主机厂雄厚的技术实力和研发制造能力，带动下游
产业链，形成以郑州荥阳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轨道交通客运装
备产业集群，实现“河南车、郑州造；郑州车，荥阳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优居、生态、致富，
构筑了一条荥阳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生态环境城市、
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的绿色发展之路。2015 年，作为“十二五”
的收官之年，即将过去；2016 年，作为“十三五”的起始之年，
正在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