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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繁花满眼春
本报记者 武建玲卢文军 李晓光 张立 谢庆史治国 郭涛

县 域 经 济
是经济社会发
展 的 重 要 基
石。县域强则
省域强，县域稳
则大局稳。

2023 年 11
月，赛迪顾问县

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2023
中部县域经济百强研究》，
评选出“2023赛迪中部百强
县”，河南共有28个县（市）
入选，是入榜中部百强县数
量最多的省份。其中，郑州
6县（市）全部入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23年巩义市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1010.9亿元，成功迈
上千亿台阶，成为全省首个
“千亿县”，标志着全省县域
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坚持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是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
求。如何推动经济向“新”、
生态向“绿”、民生向“暖”？
郑州各县（市）立足实际，竞
相发力，奋力写好高质量发
展“答卷”。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增进民
生福祉。

结合“山城”特色，登封以人民群众关
心的城市建设难题为突破口，在街衢巷陌
间扮靓城市颜值，让市民与游客在细微之
处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2023年以来，登封市共完善 703个老
旧小区、83条背街小巷基础设施，完成153
个楼院供（排）水、电、气、热管线改造工作；
升级改造社区文化活动阵地 52个，同时拆
墙透绿、拆除增绿，少林大道升级改造沿线
已建成游园公园 37 个，最大限度还绿于
民，着力把登封打造成为“宜居之城”。
2023年购置购买 360盏 LED灯，其中 300
盏 LED 灯用于次巷道，60 盏 LED 灯用于
主巷道，实现主城区背街小巷亮灯率达到
100%，照亮了群众回家的路。

去年以来，新郑市努力破解问题楼盘、
消防安全等民生难题。自保交楼工作开展
以来，新郑市列入省、郑州市保交楼台账的

35个项目，目前共实现交付21755套，共交
付约260.19万平方米，涉及群众6.5万余群
众。为确保消防安全，新郑市在辖区设置了
9个消防救援站、7个乡镇专职消防队，形成
补齐基层消防短板、提升基层消防能力、打
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的“新郑模式”。

新密市统筹安排重点民生实事所需资
金，确保民生实事高效运转。2024 年，切
实做好青年人才创业就业服务工作，建设
青年人才驿站，为来郑来密人才提供短期
免费住宿。持续实施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
动，进一步提升普惠托育水平。大力推进
为老助餐服务，不断新增养老托老床位。
不断增加城市绿地面积，建成公园游园、全
民健身场地等设施。到年底，计划新建修
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180个，努力解决新
能源汽车充电“最后一公里”问题。

巩义市人民医院东区医院二期工程项
目是郑州市重点民生工程，也是巩义市十
大民生实事之一，目前进展顺利。该项目

建成后增加床位 800张，东区医院总床位
数达到1500张。为保障民生工程，巩义市
对事关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投入予以
倾斜，年初承诺的东区医院二期工程、自来
水管网管道延伸、新增覆盖供热区域、关爱
老弱病残幼等方面不惜重金投入，让更多
的人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福利。

中牟县加快打造与郑开同城化核心增
长极相适应的现代化教育体系，中牟县绿博
教育产业园项目今年5月30日开工奠基，计
划设置 93个教学班。同时，抓好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力争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3000人以上、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4000人以上。持续深化县域医
共体建设，推动郑大三附院新院区、河南中医
一附院新区医院、县人民医院二期、县疾控中
心建成投用，加快优质医疗资源集聚发展。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幅幅发展新蓝图、民生
新图景正在绿城大地上渐次铺展。

产业是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的载体,
产业兴则县域经济强。

走进位于巩义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全自动的热连轧生产线正在按照设定好的
频率一遍遍将铝板带轧薄，超宽铝板经过
轧制后陆续下线。公司门口，早已等候多
时的货车驶入仓库，将一车车成品运往各
地……

今年以来，巩义市锚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方向，坚持化点为珠、串珠成链、
聚链成群，积极推进“一县一链”建设，向

“高”而攀、向“新”而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努力建设两千亿级铝精深加工产业集
群。截至目前，巩义市集聚高新技术企业
241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6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8家、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2家，入库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227家。

今年，中牟县将坚持培强聚新同步发
力，加快建设现代化多元化产业体系。为加
快推动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牟做实做专
做精汽车零部件、智能网联、零碳、汽车后市

场4个专业园区，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战略，推动郑州日产研发生产高端新能源
皮卡，支持红宇、博歌等专用车企业迭代升
级新产品，扩大市场份额、领跑细分赛道。

同时，中牟县还将强化区域产业联动，
深化零部件企业与本地整车企业合作，提升
本地化配套能力。大力支持汽车装备、冷链
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延链强链，积极谋
划建设机器人特色产业园。推动传统产业

“智改数转”，实施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项目
5个，新增省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 2个以
上，力争国家级智能车间实现“零突破”。

圣戈班登封公司、海螺型材生产基地、
河南蚂蚁新材料有限公司、瓷金科技(河南)
有限公司……向“新”而行，登封着力打造
高新企业“雁阵”。目前，登封市有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92家，专精特新企业 53家（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3家、省级30家、郑州市
级22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郑
州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3个；已建立郑
州市科技型企业培育库 46家、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库 50 家、高新技术后备培育库 45
家。在强化高新企业培育的同时，登封市
加大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化”改造力
度，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太空中使用的导线，曾是我们‘卡脖
子’的难题，一度被欧美国家垄断，如今终于
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在位于新郑市的河
南云锦空天特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展厅内摆
放着几卷细丝线，这是国内唯一全系列宇航
级铜合金导体。说起公司的主打产品，公司
负责人语气中满是自豪。该公司由 3名归
国博士组成核心技术团队，采用AI+材料的

技术，不但材料性能优异，同时大幅度提高
材料开发效率和产品迭代速度。

新郑的健康食品、生物医药、智能制造
三大支柱产业都在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新郑市还着手
利用区位高校交通产业等综合优势，建设
全省产学研一体化示范区，培育新兴产业，
升级传统产业。

今年以来，新密市不断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一转带三化”，深
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努力实现由“制
造”向“智造”转变，计划自2024年起利用3
年时间实现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改造全覆盖。

依托河南省、郑州市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奖补政策，新密市将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重点任务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并设立传
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企业、先进
单位、先进个人等奖项。今年 5月份以来，
新密市已累计培育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 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 8家、省级绿色工
厂13家、省级智能工厂3家、省级服务型制
造示范企业8家、省级智能车间16个。

今年以来，荥阳市以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把牢创新引领、产业培
育、为企服务、人才培养、小微企业园建设
等五个抓手，在科技创新、经济运行、项目
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加快荥
阳市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目前，荥阳
市共有科技型企业 480家，总量位列郑州
六县市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总量 202家，总
量位列郑州六县市第二；创新主体数量稳
居郑州六县市第一梯队。

新郑新区，郑韩故城遗址公园，人们或
漫步绿荫之中，或登城远眺一城风光，或栏
式运动场上健身踢球，或在绿地长椅上谈
笑休憩，一幅和谐美好令人向往的图景。

近年来，新郑市利用黄帝故里、郑韩
故城等地域资源，围绕全国一流现代化临
空名市目标，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生态
之城。为再现郑风水景，新郑市在古城
南、北、东 3 个方向，分别建成洧水公园、
轩辕湖湿地公园、郑风苑等 3 处水景公
园，同时围绕古城墙，建成城墙公园，重现
溱洧古景。漫步新郑街头，宽阔水面穿城
而过，飞桥横跨，游船荡漾，亭台草木，风景
如画。

蓝天常在、绿水长流的优美生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
应有之义。

去年，中牟县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成效显著，成功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县。沿
黄生态保护不断强化，黄河中牟段滩区生
态专项详细规划启动编制，“四乱”整治、非
法采砂治理扎实开展。国土绿化持续推
进，建成森林特色小镇1个、森林乡村9个。

今年，中牟县将加快翠鸣湖生态改造、
爱乡路人防花园建设，建成森林乡村 10
个，抚育森林 5000亩以上。全域推进“无
废城市”建设，实施低碳转型项目 3个、可
再生能源供暖项目3个。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密市以
“审管联动”方式不断推动生态环境的高质
量发展，建立事中事后齐抓共管的新格
局。新密市实施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
单，建立“日常不扰、无据不查、轻微不罚”
的非现场监管执法方式，实现“查办更准、

打扰更少、服务更好、作风更硬”的执法模
式。充分利用大数据科技手段，常态化应
用污染源自动监控、无人机等非现场手段，
精准发现问题。现场检查进一次门、查多
项事，提升执法效能。

在工业产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巩
义市坚持贯彻国家“双碳”战略，支持铝加
工企业绿色化改造，研发推广废铝、铝灰处
置和保级利用等先进设备，制定首个铝灰
湿法综合利用团体标准，实现了废铝、铝灰
无害化、高值化、绿色化循环利用。巩义市
还加大绿色工厂（车间）奖补政策宣传力
度，现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 6家、绿色供
应链 1 家、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2
家，巩义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创成国家级
绿色园区、河南省碳达峰试点园区、河南省
循环再生工业园区。

厚植生态擦亮底色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向“高”而攀向“新”而行

巩义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回郭镇园区一隅 巩义市供图

心安之处是故乡 新郑市供图

中牟县雁鸣湖一隅 中牟县供图

蓬勃向上的登封 登封市供图

雨后的新密伏羲山云海 新密市供图

位于荥阳的郑州装备产业园 荥阳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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