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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全力以赴 产业发展迎来新格局

乘着郑新一体化发展的东风，十
年来，平原示范区从无到有，产业结
构、营商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坚持效率导向、过程管控，实施

“三七调度”，落实“马上办理、马路办
公”工作机制，创新提出“全模拟、两合
并、三同步”模式，实施全流程模拟审
批，力争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

围绕主导产业，推动“五链”（创新
链、人才链、产业链、技术链、资本链）
深度耦合，加快构建与郑州协同联动、
错位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百亿级科创产业集群。以平原科
教城为载体，以实现“222”总体目标，

“1+3”创新投融资模式为抓手，以“理
工农医+高职高专”为特色，促进教育、
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承载中原农谷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孵化，培育百亿
级规模教研产深度融合的产业集群。
目前，引入平原实验室、电波研究院、抗
病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全国重点实验
室等省、市级科研平台，河南师范大学
理工学院建设项目即将开工，新乡工
商职业学院建设项目已经“进场”，与新
乡医学院、郑州经贸学院、新乡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等项目合作正在洽谈。

百亿级种业产业集群。按照“一
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成高地、
十年进入全球一流”的目标，围绕“四
大中心、两个示范区”（国家种业科技
创新中心、现代粮食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农业
对外合作交流中心、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智慧数字农业示范区）的总
定位，全力推进中原农谷建设。目前，
正加快推进中原农谷规划编制及高标
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国家生物育种
产业创新中心、神农种业实验室、国家
小麦工程研究中心等科创平台在平原
示范区布局，集聚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26 个；引进先正达夏玉米研发中心、
河南大学抗逆改良实验基地、长沙大
咖生物科技第三代杂交水稻科研基地
等产业项目 10个；华智生物中原农谷
关键共性技术平台、中国农科院郑果
所国家特色果树种质资源圃、育林控
股河南省植物新品种选育创新产业园
等8个项目成功签约。

千亿级冷链产业集群。依托交通
区位优势，贯通农业全产业链条，以
10 平方公里中部冷链物流港为载体，
规划建设“百万吨冷链仓储群、产业共

享加工群、城市供应生鲜群”三大产业
板块，力争三到五年形成千亿级产业
集群，打造服务郑州都市圈的城市保
障供应链基地、生鲜产品交易基地、超
级中央厨房产业基地、冷链产学研一
体化教研基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
投资 100 亿元的信基供应链产业园、
投资 10 亿元的新加坡丰树现代仓储
中心、投资 10亿元的英国盛润现代供
应链基地等项目。

千亿级制造产业集群。以华兰生
物为龙头，在研抗体药物15个，8个已
获得临床批件；加快贝伐、曲妥珠、利
妥昔、阿达木等四大单抗产品尽快上
市；推动新飞方舱医院智能设备、鑫磊
峰医疗器械项目开工建设，做强百亿
级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目前，
生物与新医药产业园拥有市级以上研
发平台 10 个，成功申报首个国家级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及河南
省重大创新示范专项。围绕食品、药
品及种业包装，以绿色智能为方向，以
大郑北绿色智能科创园、中原国印文
创园为载体，加快培育规模以上企业
和河南省“专特精新”中小企业，做大
三百亿级规模的高端印包产业集群。

在今年3月份的2021年
度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新
闻发布会平原示范区专场，
平原示范区交出一份亮眼

“成绩单”。2021 年，
平原示范区全面贯彻

落实新乡市南
向发展规划，
立足打造郑新

一体化发展“桥头堡”，科学确立了“两高
一先”（高校科研、高端服务、先进制造）
主导产业、“一核四区”（核心城区，科教
文旅区、先进制造区、中原农谷区、滩区
试验区）功能布局，全面绘制了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提升发展质量内
涵。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77.7 亿元，
生产总值、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
均实现同步增长，经济长期向好，基础更
加稳固。

目前，郑新黄河大桥豫 A、豫 V 牌
照小型汽车免费通行，谋划建设龙凤

大道，聘请专业机构论证搭载轨道交
通，将郑州地铁 6 号线北延，推动龙凤
快线尽快落地；新乡南站自 2022 年 6
月 20 日建成通车，累计发送旅客约
24000 人次，高峰日发送旅客约 500 人
次，又新增深圳、上海虹桥长途旅客列
车；9 月份平原示范区黄河文化生态旅
游度假区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
且成为新乡市黄河流域首家省级旅游
度假区，向融入郑州都市圈高质量发
展迈出极其重要一步。

十年探索奋进 郑新一体化取得新突破

十年来，平原示范区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坚
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第一时
间、第一议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工作
围绕大局、服务大局，坚持好干部标准，
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统筹选、育、

管、用工作，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五大体
系”，全方位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突出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完
善推行“3+N”“党建+大数据+全科网
格”等多项党建引领抓基层治理工作制
度办法，持续推行“党员联户制”“导师
帮带制”和机关党建“3+1”制度，进一步
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深化社区网格化管理，建立“街道党工
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栋党
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体系。纵深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驰而不息纠“四风”，一体推进

“三不”机制，管党治党水平持续提升，
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

十年强基固本 党建引领开创新局面

十年来，平原示范区始终坚持“生
态立区”的理念，抓牢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把生态优先作为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统筹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既谋划长
远、又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
接着一茬干，倾力建设宜居宜业、乡愁

永驻的美丽乡村，托起农民期望的脱贫
致富梦。

目前，平原示范区辖区绿化覆盖率
达42.6%、林地面积6247公顷，森林面积
4899 公顷，森林覆盖率 14.56%，建成大
型综合公园 1 个，专类公园游园 15 个，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88.8%。131
个行政村已全部达到“一村万树”标准，
已建成省级森林乡村 6 个，市级森林乡
村23个，河南省沿黄流域森林乡村示范

村 12 个，河南省沿黄流域特色小镇 2
个。创建省级绿化模范乡镇 4 个，省级
绿化模范单位5家。2019年启动生态廊
道建设行动，累计投资 12.3 亿元，高标
准完成黄河大堤、京广高铁、穿滩路等
10 余条道路绿化及 90 公里滩区道路建
设，绿化总面积 2.5万亩，实现了生态廊
道全域覆盖，是全省唯一获得“省级园
林城区”称号的示范区。

十年勠力守护 生态环境展现新景象

十年来，平原示范区不断优化人
才环境“尊才”，突破体制束缚“引
才”，激发人才潜力“用才”，持之以恒
培养“育才”，以人才带动工作推进，
以人才促进经济发展。

搭建干事创业大舞台。注重筑巢
引凤，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以
项目聚人才，以人才聚项目。为解决
好种业“卡脖子”问题，打赢种业翻身
仗，按照“一核三区”发展策略，深刻认
识加快培育农业科技人才的极端重要
性，集聚农业科技战略人才力量，构建
梯次合理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着力
打造以种业为突出特征的农业创新高
地和农业科技新城；为推进平原科教
城项目建设，成立平原科教城建设指
挥部，组建专班，全力推进科教资源引
入，探索大学与新乡经济社会发展深
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建立新型协同创
新实体，把平原示范区科教城打造成
中原科技城的副城区、河南省科学院
重建重振的先行区；企业是吸纳人才
就业的重要载体，是人才储备的“蓄水
池”。一方面，成立招商引资团队，重
金聘请招商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成立
项目服务专班，全力解决企业在签约、

落地、投产、运营等过程中遇到的发展
难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力求实现以
企业带来人才、以人才带动企业发展
的良性循环。

抓牢人才引进好项目。既落实
好引才配套政策，又主动作为，抛出

“橄榄枝”，集聚一流人才。为充分发
挥政策引才的积极作用，在各类招聘
会、引才会等平台上，精准引进高层
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积极动员企
业进高校，招揽优秀青年人才，以最
大诚意、最好平台、最优环境吸引人
才来区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为推进
示范区教育事业提档升级，引进 11位
名校长“加盟”示范区中小学，实施

“百师领航”工程，放大“名校长＋”辐
射效应，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平原示范
区竞争的软实力；抓好“引才挂职”项
目，挂职人才学历高、视野广、专业
强，抓好下派挂职、沿黄挂职、省博士
服务团等项目，先后有 11名不同学历
背景、不同行业部门的人才进区挂职
锻炼；建设基层年轻干部队伍，按照
逐年引进、分批招聘的思路，3 年来，
通过选调生、公务员、招录优秀村干
部等方式，招聘优秀年轻干部 35 名，

优化了乡镇干部队伍结构；深挖乡土
人才，建立乡土人才库，办好乡贤座
谈会，宣传家乡新变化，打好“乡情
牌”，广泛动员在外人才回归，吸引
380多名在外乡贤返乡创业。

做优人才培育新方案。坚持培
优年轻干部队伍，重点加强后备干
部和青年干部培养锻炼，采取“挂
职+培训”的模式，健全“一线”锻炼
机制，选派 3 名区直优秀年轻干部挂
职副乡（镇）长，3 名选调生到村任
职，制定干部“线上＋线下”培训计
划，探索实施优秀年轻干部“递进
式”培养选拔模式；坚持做好“传帮
带”工作，以推行“导师帮带制”为契
机，明确 18 名年轻干部的帮带人，让
年轻干部干中学、学中干，逐渐成长
为“群众问不倒”的基层工作一把好
手；通过优化职称评定方式，减免职
称评定费用，增加参评次数，为 400
余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评定或晋
升，有效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以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
范和先进个人、优秀教师等评选表
彰为契机，树立优秀典型，发挥榜样
引领作用，凝聚平原发展力量。

十年深耕沃土 人才集聚创造新动能

十年期许，引领平原示范区耀眼的荣光与梦想；
十年答卷，书写平原示范区拼搏的汗水与辉煌。
十年来，平原示范区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郑州都市圈特别合作区“三重叠加”的战略机遇期，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出形象、五年成
规模、十年建新城”的规划目标，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示范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奋力打造生态保护的
展示区、乡村振兴的实验区、自主创新的先行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黄河文化传承创新的样板区。

十载春秋，奋发图强；十载春秋，硕果累累。如今的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正处于加速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引擎持续发力，城乡建设突飞猛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从黄河滩区
搬迁至老孟庄社区的居民孟宪坤在广
场遛弯；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鲜花绿草
清新雅致，文化长廊与绿水白墙交相
辉映，提壶浇花的老人笑容满面……
漫步在韩董庄镇杨厂村，呈现在眼前
的是一幅水清岸绿生态好、人勤景美
生活甜的和谐画卷。“这样的景象，放
在十年前想都不敢想。”村民吴斗政感
慨不已。

十年来，平原示范区坚持谋全域、
促融合，扎实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以水润城、以绿荫城，先后实施凤湖、
凤栖湖、凤舞湖、天然渠等“四湖九渠”

滨水生态绿廊建设，建成 9 条 40 公里
水系，形成“一心辉映、四湖镶嵌、九河
相连”的水系格局。万亩槐林、万亩桃
林，万亩花海、万亩湿地连片分布，生
态水系蜿蜒其间。

地下管网是一座城市的“毛细血
管”，十年来，平原示范区始终坚持雨
污分流，建设雨水、污水两套排水系
统，铺设污水管网约 165.3 公里，雨水
管网约 334.4 公里，建成污水泵站 2
座，雨水泵站 7 座（C-5、Z-4、Z-6、
Z-7、Z-5、Z-3、Y-2），在建雨水泵站
1 座（C-2），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
实现雨水入河、污水入厂，做好城市

“里子”工程。合理布置延伸城区供
水、供气、供暖管网，南水北调南线项
目工程并入市政供水管网，年供水量
可达 1095 万立方米，实现丹江水、黄
河水和本地水的联合调度和优化配
置，改善居民用水问题，提高居民用水
品质。目前，平原示范区建成供水“生
命线”约111.3公里，为1.5万多户居民
提供用水保障；城区供气管网 62 公
里，农村供气管网 87 公里，“上门帮
办”为辖区企业生产及3.8万户城乡居
民生活提供安全便利的用气环境；采
取燃气分布式供热方式，供热小区 15
个，供热面积284万平方米。

十年精彩蝶变 城市品质谱写新篇章

十年奋发作为
黄河滩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平原示范区以沿黄生态修复、涵养、重塑为基础，
以提高群众幸福感为目标，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努力
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共同体模板，探索黄河滩区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创新土地综合整治模式。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稳步推
进，桥北乡 14个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获自然资源部批复，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被列为自然资源部生态修复司“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国三个基层联系点之一，明确提出支持
平原示范区作为责任主体先行先试，积极开展滩区综合提升治
理试点工作。

夯实生态治理基础。开展整治盗采挖砂、打击倾倒垃圾土
方、拆除违章建筑、治理“小散乱污”4场歼灭战，“清零”2000多
处环境问题，分批关停并转近3000家“小散乱污”企业。投资10
亿元，实施幸福渠、马庄引水渠、桃园渠等灌溉渠系的疏浚贯
通，为滩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奠定了坚实
基础。建设沿高速、高铁、黄河大堤、控导工程连接线、幸福路、
4 条进滩路等总长度约 180 公里的生态绿廊。完成土地流转 5
万亩，栽种各类苗木300万株，实现了滩区从百里黄沙到绿色廊
道、从风沙肆虐到造福一方的绿色转变，成为全省4个生态廊道
重点示范工程之一。强化生态规划衔接，打造一河两岸郑平融
城的“生态连廊”。与滩外生态资源一体整合，通过全域旅游、
农文结合、乡土人文挖掘、田园综合体建设、产业项目导入等一
系列措施，将滩区打造成新乡对接郑州的前景花园、都市人休
闲旅游的首选地。

构筑农旅产业高地。流转土地 15 万亩，大力发展农耕体
验、果蔬采摘、观光休闲等高附加值产业。重点谋划 10平方公
里黄河滩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示范园项目，与中国农科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合作，实施“未来之光”高端水果种植基地建设，充
分发挥绿盛蔬菜、由甲田净菜加工基地等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
用，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带动全区发展集种植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绿色无公害“菜园”。以万亩桃花、万亩槐
花、千亩樱花海棠园为示范，大力发展花卉苗木观光“花园”。
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金棠里、贺舍里等一批精品乡
野风情民宿的“游园”。建立河南省豫康草坪花木基地，流转
2000亩贫瘠滩地种植优质商用草坪的“草场”，引进国外优质名
马，增设马术表演及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投资5
亿元重点打造“五朵金花”项目——以渔嬉赏莲为主题的“荷塘
月色”、以林果采摘为主题的“桃花源记”、以策马奔腾为主题的

“田园牧歌”、以丛林趣玩为主题的“蜜林槐香”、以鸟鸣花香为
主题的“海棠依旧”顺利推进。

讲好黄河文化故事。谋划黄河文化展厅及博物馆，建成草
坡书画研究院、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先后举办了黄河桃花节、
稻米文化节、凤湖捕鱼节等民俗节庆活动。以古遗迹（如毛遂
故里、吴氏宗祠）、古建筑（如玲珑塔、城隍庙两大国宝）为依托，
以践土会盟、毛遂自荐等重大历史事件和毛遂、周勃、周亚夫等
重要历史名人为线索，做好黄河文化的传承振兴。加强对扎根
黄河滩区带领乡亲致富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八届全国道德
模范、“中国好人”尚广强和无臂主播孙亚辉事迹的宣传，引导
滩区人民攻坚克难、齐心协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

十年踔厉奋发，十年笃行不
怠。回望非凡十年，平原示范区
取得的一系列发展成就令人倍
感振奋。展望不久的将来，平原
示范区的发展前景将更让人期
待。④

““一砖一瓦系民生一砖一瓦系民生”。”。十年来十年来，，平原示范区建成瑞和一平原示范区建成瑞和一、、二期二期
小区以及平原小区小区以及平原小区、、龙源新镇廉租房龙源新镇廉租房、、财经公租房等财经公租房等 1010个保障个保障
性住房项目性住房项目，，累计建筑面积累计建筑面积7373..99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合计合计1237012370套套。。打破打破
行业限制行业限制、、户籍限制户籍限制，，解决教师队伍解决教师队伍、、工人队伍工人队伍、、青年群体等住房青年群体等住房
困难困难，，保障重点项目发展需求保障重点项目发展需求。。落实危房改造政策落实危房改造政策，，执行房屋等执行房屋等
级鉴定到场级鉴定到场、、施工过程到场施工过程到场、、竣工验收到场规定竣工验收到场规定，，保障农房建设保障农房建设
安全和工程质量安全和工程质量。。编制编制《《农民自建房通用图集农民自建房通用图集》，》，提供提供 66种指导种指导
户型户型，，完成辖区完成辖区55个乡镇个乡镇516516户村民危房改造任务户村民危房改造任务。。

千古百业兴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先行在交通。。十年来十年来，，平原示范区以平原示范区以““建设高建设高
速路速路、、完善干线路完善干线路、、打通出口路打通出口路、、连接断头路连接断头路””为着眼点为着眼点，，加快推加快推
进全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全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平原示范区境内高速公路总里程平原示范区境内高速公路总里程
2525公里公里，，国省干线国省干线、、县乡村道总里程县乡村道总里程426426..3434公里公里，，高速收费站两高速收费站两
处处，，高速服务区一处高速服务区一处；；开通郑平公交线路开通郑平公交线路 22 条条、、城市公交线路城市公交线路 33
条条，，131131个行政村通村路硬化率个行政村通村路硬化率、、客车通达率均达到客车通达率均达到100100%%。。随着随着
太行大道太行大道、、平原大道平原大道、、华山路华山路、、卫河路等第一批卫河路等第一批““十路一桥十路一桥”，”，岷江岷江
路路、、昆仑山路昆仑山路、、雅砻江路雅砻江路、、5050 ##桥等第二批路桥项目和以桥等第二批路桥项目和以33##桥引道桥引道
为代表的为代表的 1313条城市条城市““断头路断头路””不断开工建设不断开工建设、、竣工通车竣工通车，，城市骨城市骨
架不断延伸拓展架不断延伸拓展，，以凤湖为核心的城市道路纵横发展不断延伸以凤湖为核心的城市道路纵横发展不断延伸，，
累计通车道路累计通车道路 7171条条，，道路长度约道路长度约 162162..77公里公里，，建成桥梁建成桥梁 6969座座，，城城
区路网密度达到区路网密度达到 88..66公里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十纵十横十纵十横””路网体系基本路网体系基本
形成形成。。

十年来十年来，，平原示范区不断加大教育事业人平原示范区不断加大教育事业人、、财财、、物方面投入物方面投入，，
累计投资累计投资4040多亿元多亿元。。实施实施““百师领航百师领航””工程工程，，面向全省引进面向全省引进1111位位
名校长名校长，，教育事业从无到有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到优，，为入住居民织起了一张为入住居民织起了一张
教育保障网教育保障网，，为城区解除发展与宜居的为城区解除发展与宜居的““后顾之忧后顾之忧”。”。

省人民医院北院区项目在平原示范区签约落地省人民医院北院区项目在平原示范区签约落地，，致力打造致力打造
服务新乡服务新乡、、辐射豫北辐射豫北，，集医疗集医疗、、医养医养、、预防预防、、科研科研、、培训培训、、管理于一管理于一
体的高水平现代化智慧医院体的高水平现代化智慧医院，，为平原示范区医疗卫生领域的蓬为平原示范区医疗卫生领域的蓬
勃发展注入新的力量勃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风云玲珑塔风云玲珑塔

凤湖风光凤湖风光

美女走秀美女走秀

““市民之家市民之家””

凤湖景色凤湖景色

日新月异日新月异

农业鼻祖农业鼻祖

健美之城健美之城

全力推进中原农谷建设全力推进中原农谷建设

中原农谷中原农谷350350试验田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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