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在登封市大金店镇蔬菜种
植基地，任要强种植的“味美思”水果番茄
进入了盛果采摘期。“今年的番茄长势不
错，果大还稠密，一个棚产一万斤没问
题。”任要强和工人们正在大棚里忙碌着
采摘番茄，晶莹剔透的水果番茄，映红了
任要强喜悦的笑容：“河南一家科技公司
提供种苗，还派人员进行技术指导，采摘
后公司直接拉走，不用为销路发愁。”

近年来，登封市充分利用独特的海
拔和气候优势，大力发展高山蔬菜种植，
积极创建蔬菜产业品牌，形成了规模化、
产业化的中高端蔬菜种植基地，激发了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2022 年以来，登封
市蔬菜产量由 8.5 万吨增长至现在的 10
万吨。其中，大金店镇以短期建设服务
市区的蔬菜基地，远期发展高端品质为
目标，大力发展设施蔬菜种植，目前，有
蔬菜大棚 610 座，蔬菜种植 4000 余亩，

2022年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国家级农业产
业强镇创建名录，培育了梅村黄瓜、李家
沟平菇、南寨香菇、段中大棚红薯育苗等
特色产品。

6 月，随着暑热渐起，田间瓜果的香
气弥漫开来，千万种酸甜开始在人们的
舌尖蒸腾。如何点“土”成金，让田间的
天然风味转变为可以鼓足农民腰包的

“金果子”，登封市突出地域特点、因地制
宜，精准培育乡村产业，在“土特产”上狠
下功夫，一批沾着乡土味道的特色品牌
竞相涌现，提高附加值、走向深加工渐渐
成为乡村产业发展共识。据了解，2024
年，全市共谋划实施农业产业重点项目
44 个，总投资 36.1 亿元，其中，当年计划
完成投资5.5亿元。

林果方面，通过老旧果园更新改造，
推广优质品种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措施，
目前，全市林果种植面积 13万亩，拥有千

亩以上集中连片果园 5个以上。中药材
方面，通过建立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大力
发展林下经济，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1.8 万亩，拥有 500 亩以上集中连片中药
材基地 15个。中林国控落地登封，发展
林药套种或林下种植，计划新增黄精人工
种植面积 2000 亩，打响“嵩山黄精”品
牌。全市香菇、平菇、羊肚菌等食用菌种
植规模达 130万棒，今年，大金店、唐庄、
石道等乡镇仅羊肚菌种植面积就达 120
亩。特色养殖方面，不断提高石道肉牛、
宣化肉鸡、徐庄大雁蛋等品牌竞争力，规
模以上养殖场达 64家。梁老头、小苍娃、
乡得旺、兴君农业等企业通过改进技术工
艺、升级设施装备、建设智能化生产线等
措施，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
条。目前，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61家，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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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质提速 文旅文创融合 乡村全面振兴

登封：“三大战役”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向新而行，打造圣戈班登封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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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等“高新企业雁阵”；培
育文旅文创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
沉浸式业态；突出地域特点，精准培育乡村产
业，在“土特产”上狠下功夫，一批沾着乡土味
道的特色品牌竞相涌现。今年以来，登封市
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城市转型发展目标，以“三标”活动为统领，以
打好打赢产业提质提速、文旅文创融合、乡村
全面振兴“三大战役”为总牵引，统筹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
好态势，全力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年 1~5月，登封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79.3亿元，同
比增长6.7%。

向新而行向新而行 产业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发展持续向好

碳化硼，别名黑钻石，具有硬度大、耐高温、耐强
酸等特性，是世界上已知最坚硬的三种材料之一。

“公司最早生产的产品没有核心技术和品牌优
势，经营十分困难。2012年，我们将目光瞄准了具有
广阔发展前景的碳化硼行业。”嵩山硼业董事长王基
峰介绍，通过十余年来坚持不懈的研发投入，如今的
嵩山硼业拥有高功率碳化硼长晶技术、高纯度纳米级
碳化硼粉体的制造技术等核心技术，拥有省级研发平
台，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等荣誉。

如果说嵩山硼业是传统企业科技创新、转型突破
的代表，那么河南克莱威纳米碳材料有限公司则是新
质生产力的佼佼者。这家由郑州市磴槽集团和江西
南昌大学共同出资 5.5亿元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生产晶须碳纳米管，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该
产品的成功投产，打破了日本昭和长达 20余年的技
术垄断，成功实现国产替代，是国内唯一生产该产品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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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登封形成“高新企业雁阵”。据悉，登封市现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2家、“专精特新”企业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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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博汽车、德力自动化、光大耐材等 3家企
业被纳入郑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一批试点企
业；思源医疗、瓷金科技、闼闼嵩阳木业等 3家企业入
选省级智能车间；嵩基建材、登峰熔料、嵩基新材料、
闼闼嵩阳木业等4家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工厂。

登封市注重外引内育，不断蓄积发展势能。
2024年，全市共谋划实施 48个重点工业项目，总投
资 16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9亿元。凯琳制冷空调
压缩机外壳项目、泰威砂轮片项目、汇达智能输送项
目等 3个项目实现当月签约落地、当月开工建设，现
均已建成投产；蚂蚁特材超硬复合材料项目、圣戈班
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二期）均完成车间主体建设；联
傲能源储能电站已完成储能柜吊装环节，即将建成投
产。强化招商引资。1~5月，已签约项目 37个，计划
总投资 610.05 亿元；在谈项目 79 个，计划总投资
291.21亿元。持续做强园区经济，现已入驻企业 350
余家，其中，“四上”企业13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
家。1~5月，完成营业收入 49亿元，工业产值 38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27亿元，增速54%；其中，主导产业
投资13.4亿元，增速103%。

多点发力 文旅活力持续释放

仲夏之夜，伴随着学生暑期的到来，
嵩山已成为年轻人和大学生们的热门打
卡地。“青春没有售价，嵩山就在脚下”。
郁郁葱葱、巍峨耸立的中岳嵩山正等待更
多前来攀登的“挑战者”。

自 今 年 4 月“ 日 出 嵩 山·漫 品 登
封”——“夜游嵩山”项目启动后，登封市
多方发力，坚持创意驱动、美学引领、艺术
点亮、科技赋能、跨界融合，将“文化放入
山水间”，点燃了文旅发展新引擎。

登封市坚持实施文旅文创多元业态
培育，顺应文旅产业由“观光旅游”向“沉
浸体验”转变的新趋势，打造沉浸式场景，
培育沉浸式业态，满足各类人群消费需
求。登封市“天地之中世界文化遗产”景
区提升、少林仙棋等项目正稳步推进，总
投资 47.9 亿元的天中湖康养文旅示范区
项目已挂牌成立，即将开工建设；中国嵩
山（功夫天下）秀功夫舞台剧项目有望于7
月开始试演。

登封市把培育壮大民宿经济作为重要
抓手，制定实施方案和“嵩山民宿”评定标
准，实现集群化发展。目前，登封民宿总数
近 400家，形成了以嵩山为核心，荟萃山、
大熊山—箕山、唐庄、御寨山—中灵山共同
发展的多片区旅游民宿集群，好问山居、醒
山民宿等32家精品民宿投入运营。同时，
积极开展拓客引流，先后与广之旅集团、康
辉旅游集团、美团集团等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成功组织“与辉同行”登封站活动，
提升了登封文旅的社会关注度和目的地吸
引力，登封“五一”假期上榜华中地区热门
目的地第4名、河南省第1名。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登封市紧扣打
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城市定位，加强和改
进精神文明建设，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
实践、文明创建，坚持“精细化、小切口、大
改观”，有机融入“天地之中”文化元素，全
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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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城市的文明温度。市区打造风格各异的

“文化街巷”，已成为城市治理的新亮点、文
脉传承的新载体、和谐宜居的新家园。

华灯初上，从郑少高速登封东下站口，
沿着宽阔的少林大道一路西行，绿化带里
郁郁葱葱的灌木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树影
闪烁七彩之光，炫成一幅幅美丽画卷。

登封市先期在市区少林大道、福佑

路、迎宾公园、蝎子山、启母阙等区域实施
了以春、夏、秋、冬四季灯光为元素组合的
夜景亮化工程，着力打造“光影登封”，提
升城市夜景环境品质，丰富城市居民夜生
活，塑造重点照明区域的文化特色，将光
影艺术与原生态自然环境完美融合。

一幅幅美好画面离不开广大志愿者的
辛勤付出，登封市扎实开展“嵩山志愿者”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全市注册7.2万名志
愿者，按照“1+4+N”的运作模式，成立了以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为重点的“嵩山啄木
鸟”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景区、
城区、农村、特殊群体、特殊行业全覆盖的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着力把登封打造成游
客心向往之的“美丽之城”。

海螺型材生产车间

“咱村有戏”在朝阳沟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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