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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乳业豫中南分拨中心项目

示范区2018年度秋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

许慎文化园

在漯河市区东部，有一片被寄予厚望的土
地，它承载着280万漯河人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以及经济、生态、人居
功能复合发展的梦想，活力奔放，生机无限。这
就是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2010年12月，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漯
河新区。

2012年6月，漯河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
班子组建，漯河新区正式成立。

2013 年 12 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全省 15
个复合型城市新区统一更名为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

2015年1月，漯河市委、市政府决定将黑龙
潭镇和姬石镇移交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实行属地
托管。

2015年10月，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首
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示范区开发建设的序幕
正式拉开。

2016年10月，漯河市七次党代会进一步明
确了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一港三园一中心”的
发展定位，要求支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多式联运内陆港和临港产业园、文化教育园、都
市生态农业园，建设豫中南对外开放和商贸物
流中心，形成中心城区发展新的动力引擎和产
业支撑，打造全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样板区。

2017年10月，临港产业园成为全省第一批
省级现代服务专业园区。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持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推动发展
是第一要务，突出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主导
产业培育、开放招商、民生改善、全面从严治党
等工作，着力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一港三园
一中心”开发建设高质量，一个日新月异、欣欣
向荣的示范区正加速展现在人们面前。

产业为龙头 转型图振兴

在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国
家规划的主枢纽港、交通部和河南省政府的重
点工程——漯河港碧波荡漾，美丽壮观。一期
工程9个泊位已建设完成，中断了30多年的“黄
金水道”即将迎来复航。届时，“水旱码头”将重
返历史舞台，再现当年繁华盛景。漯河港也将
与京广、孟平铁路，京港澳、南洛高速以及107国
道等形成“三位一体”的强大运能，形成“水、公、
铁”多式联运的现代化物流平台，加速推进漯河
成为豫中南商贸物流中心。

产业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在
一方空地上建新城、兴产业、建新家的漯河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始终把培育主导产业、推动一
二三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努力提升示范区
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按照漯河市七次党代会提
出的“一港三园一中心”发展定位，示范区规划
了临港产业园、区域高端服务区、文化教育科技
产业园区、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四大板块，通
过设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支持重点产业发展、
大力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等措施，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壮大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示范区发

展的主攻方向。去年10月份，临港产业园正式
获批成为全省首批省级现代服务业专业园区，
示范区紧抓这一重大机遇，加快建设“水、公、
铁”融合发展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出台《临港
产业园支持意见》。目前，漯河港即将开港试通
航，漯河传化公路港线上交易额突破7000万元，
实现利税600万元；铁路物流基地项目正在紧密
对接；伊利乳业豫中南分拨中心项目投入运营，
货物日吞吐量已达1500吨；圆福冷链物流项目
一期8万吨冷库已投入使用。

围绕区域高端服务区产业培育，示范区还
出台了《鼓励总部（楼宇）经济发展的扶持政
策》《总部（楼宇）经济招商工作目标分解方
案》，吸引龙头企业和总部经济项目入驻，引导
城市综合体、商业地产项目合理布局。投资
11.45亿元的区域整体开发一期项目进展顺利，
投资10.8亿元的沙河沿岸综合整治景观工程部
分已完工。

建设双创示范园。双创示范园是示范区发
展的潜力所在、活力所在。示范区坚持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探索社会化开发、企业化运营模
式，致力把双创示范园建设成具有影响力的中
小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孵化器，目前已启动丰原
路、丰产路、龙江路辅道3条道路建设，创业孵化
中心、宝创仓储体育文化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

促进现代农业连片发展。现代农业是带领
人民群众发家致富的重要基础。示范区以土地
流转为抓手，引进和培育三河湾都市生态农业
示范园、漯甜高效农业示范园等规模农业园区
12家，探索康体养生、农业和田园综合体等生态
产业，实现土地流转11000亩，部分项目正在实
施。示范区成为全市农村改革发展工作先进县
区。

与此同时，示范区文化教育科技产业园区
建设也取得新成效，市第一中专新校区、漯河职
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有序推进，中华字书博
物馆项目规划持续完善。

产业兴则示范区兴，产业强则示范区强。
今年前三季度，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实现
生产总值27.3亿元，增长5.1%;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14亿元，增长6.7%；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6.7亿元，增长8.9%，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1.2亿元，增长33.3%；固定资产投资23亿元，增
长13%；财政总收入5657万元，增长73.6%；财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45万元，增长77.8%；税收
收入2929万元，增长27.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61万元，增长12.3%，成为主导产业鲜明、发
展活力充足的实力之区、魅力之区。

项目为中心 开放促开发

放眼示范区这片热土，塔吊林立、机器轰
鸣，建设者们挥汗如雨、热火朝天的场景随处可
见。10月31日上午，示范区再次举行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15.5亿元的7个项目集中

开工，示范区“一港三园一中心”建设再次大步
迈进。

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在示范
区的决策者们看来，项目更是示范区的根基和
生命。为此，示范区把项目建设作为“一号工
程”，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抓质量，促进度，
跑出了区域发展“加速度”。

强化发展后劲，着力实施开放招商。坚持
把开放招商作为“一举求多效”的战略举措，紧
盯主导产业发展，加大项目储备和项目签约
力度。前三季度，全区实际利用外资4亿元，占
年度目标的76%，其中市外资金1.3亿元、省外资
金 2.7 亿元。储备超 10 亿元项目 11 个、总投资
187亿元。其中，投资50亿元项目1个，为多式
联运示范园区项目；投资20亿元项目1个，为综
合保税产业园项目；投资30亿元项目1个，为区
域性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1个。新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3个、总投资15.5亿元，分别为投资12亿
元的示范区生态廊道暨田园综合体项目、投资2
亿元的豫中南专业市场及仓储物流项目、投资
1.5亿元的自动化冷库及冷链物流园项目。

强化节点进度，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在基
础设施建设上，区域高端服务区内，牡丹江路、
龙江路、千山路南段3条道路建成通车，沙河大
道、沙湾路、云翠山路等道路开工建设；雨污水
工程全面启动，燕山路、玉泉山路(牡丹江路—龙
江路)道路污水工程完成；牡丹江路沙河大桥主
体完工，正在实施亮化工程，11月底可通车；城
市规划区外，新修农村道路 11.3 公里。在配套
设施完善上，文化教育项目方面，西湖学校项目
完成投资1.2亿元，实验楼项目封顶；市第一中
专新校区项目开工建设；中华字书博物馆、漯河
职业技术学院产教园区、许慎文化学院项目完
成初步方案设计；地产项目方面，投资10亿元的
昌建总部港一期在建20栋，施工面积12.5万平
方米；投资13亿元的建业桂园项目在建6栋，施
工面积5万平方米；投资3亿元的湾景国际项目
在建10 栋，施工面积10 万平方米，均提前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综合配套方面，总投资19.4亿元
的区域分布式能源、综合管廊等13个项目，完成
投资4.4亿元。在产业项目推进上，全区承担服
务业重点项目6个，完成投资14.57亿元，占年度
目标任务143%。

为打造项目建设的最优环境，示范区健全
县级干部分包重点项目制度，实行“一个项目、
一套班子、一个台账、一抓到底”的“四个一”工
作机制，每个项目都成立一个工作班子，由区领
导班子成员分包，协调项目立项、手续办理、规
划审批等事项，狠抓土地征迁和建设环境维护，
强化土地、资金和基层保障，为项目建设顺利推
进提供了坚强保证。

全力上项目、抓项目、服务项目，以钉钉子
精神一个一个抓好项目落地，一件一件解决企
业发展难题，一批又一批的优质项目相继落地，
示范区开发建设的发展框架全面拉开。

下好改革棋 攻坚破难题

2015年，示范区对黑龙潭镇、姬石镇实行属
地托管后，正式拉开了大开发、大建设的序幕。
一个新兴城区，一无资源优势，二无资金支撑，
靠什么发展？凭什么赶超？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
胜。奋力后发赶超的示范区立足区域沿河实
际，在多方调研之后，果断提出，敞开大门迎接
社会资本，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启动了沙河
综合整治PPP项目。

面对一张“白纸”，示范区积极奔走“取经”，
通过社会资本方招投标程序，最终确定与邢台
路桥建设总公司合资成立PPP项目公司。邢台
路桥主要负责沙河沿岸景观建设工程建设任
务，项目占地126.2公顷，总投资10.8亿元，包括
沿河景观工程、河道两岸堤外景观工程和滨河
路、四湖水系工程，项目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8
年，通过附属服务用房等设施经营与政府购买
服务相结合取得合理收益。运营期满，该项目
将无偿交给示范区。自此，示范区开发建设迈
出坚实一步。

资金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沙河综
合整治PPP项目只是示范区强化资金要素支撑
的重要方面。近年来，示范区以政府性投融资
平台为重点，运用市场化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创新融资方式、引进融资平台，努力化解融资难
题。今年，他们新增示范区片区综合开发、区域
分布能源2个项目进入国家财政部PPP项目管
理库，并与金融机构、中建七局三方合作，成立
12亿元的城镇化建设基金，探索新型融资方式；
新区投资公司还与建业集团合作，授信等级显
著提升，正在为AA-信用评级做准备工作。目
前，沙河沿岸综合整治项目 10.8 亿元资金已经
到位；区域综合开发一期项目 11.45 亿元融资

“两评一案”已经完成；示范区的融资已经达到
22.8亿元，有效保障了发展的资金需求。

实际工作中，示范区坚持用经营城市的理
念开展工作，积极破解要素制约，强化基础保
障。在土地要素支撑上，成立由区主要领导任
组长的土地工作领导小组，紧抓“三块地”改革
的重要契机，2018年计划实施的6批土地整理项
目已全部立项，土地整理面积2036亩；实施占地

“清零行动”，整治违法占地、不实耕地面积
650.21 亩。今年共组卷报批土地 1406 亩，实现
土地征收1203亩，完成土地出让5宗、共计479
亩；累计批复建设用地 2556 亩，征收土地 4843
亩。在财政要素支撑上，进一步理顺税收征管
体制，强化重点财源建设，今年前三季度，示范
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7.8%，税收
收入同比增长27.2%。同时，积极争取政府专项
债、补助资金3000万元，财政资金的积极引导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

民生为根本 增强获得感

房前屋后栽满各种苗木，路旁的繁花争奇
斗艳，出门就是整洁的水泥路，村里美得像花
园。走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乡村道路上，清
新之风迎面扑来。

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让全区生活在农
村的群众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
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设立的初衷，也是示范区
始终不移的发展目标。近年来，示范区以统筹
城乡发展为要求，以全面提升农村群众生活质
量为目的，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推进新农
村建设的有力抓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活动，努力打造省级“人居环境示范村”和“美
丽宜居示范村”。

“道路硬化了，路灯装上了，墙体粉刷了，村
里也绿化了，文化广场、图书馆、水冲式公厕也
建好了。近期，我们将重点对公园进行升级，完
善公园内的基础设施，同时对公园对面的草地
进行整修，让它与公园连成片，成为村里一道亮
丽的景观。”姬石镇韩庄村党支部书记韩全体
说。

作为全市城乡一体发展的试验样板区，漯
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坚持先行先试，统一规
划，从“产业服务中心区与城河共融示范区”的
规划定位出发，运用“自然、活力、人本”的规划
策略，试点推进海绵城市项目建设，将城市水元
素、绿元素融入设计，做深做足“水”和“绿”的文
章，力争打造“一城绿树半城水”的漯河新名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海绵城市项目建
设，仅仅是示范区强化城乡融合，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一部分。近年来，示范区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城带乡、工农互促，
努力办好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加快
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让城乡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

统筹城乡规划。完善城镇体系规划、乡村
规划，编制黑龙潭镇、姬石镇总体规划和镇区控
制性详规，完成颍柳河生态湿地、塔河生态廊道
等专项规划，确保城乡建设的品质品位。着力
乡村振兴。投入资金100万元，加快村级组织集
体经济发展，实现29个行政村拥有集体经济收
入，占比97%；抓好农村产业发展，大力培育设施
农业、绿色农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努力将三河湾
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漯甜高效农业示范园培
育成农业龙头企业。

完善城乡服务。城乡环卫一体化保洁招投
标工作已结束，正在进行中标公示，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前期备案，建设垃
圾中转站1座，实现乡村环卫清运100%，生活垃
圾治理村13个，占比43%；改造背街小巷50条，
道路硬化完成面积4.8万平方米、排水管网800
米，安装路灯186盏，引进城市公交线路1条，方
便城乡居民出行；排查农村户厕15397户，建成2

个镇村公厕，8个市定公厕全部开工，年底可投
入使用。

推动乡村文明。高标准建设村级党性教育
基地 6 个，规范提升乡贤馆、劝学堂、抗战纪念
室、村民文化广场等 20 处；开展“好媳妇、好婆
婆、好妯娌、文明家庭”评选活动，深入推进移风
易俗，表彰先进典型78个，开展中华经典诗文诵
读、交通秩序劝导日、帮贫济困等活动，共涌现
出省级精神文明典型1个、市级精神文明典型3
个、区级精神文明典型2个，带动群众形成新时
代道德情操，树立城乡文明新风尚。

与此同时，示范区强化目标重点，坚决打赢
三大攻坚战。其中，在精准扶贫方面，整合扶贫
专项资金474万元，围绕86户243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提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公共服务支
持，下足“绣花”功夫，完成脱贫任务84人目标。
在污染防治方面，前三季度，全区PM10浓度均
值99 微克/立方米，PM2.5 浓度均值 48 微克/立
方米，优良天数193天，大气质量居全市前列。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随着‘一港三园
一中心’开发建设的推进，示范区将加快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向农村延伸覆盖，提
升以城带乡能力，不断增强全区广大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让示范区真正成为城乡融合发展
的示范区、先行区，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为推动漯河高质量发展和在中原更加
出彩的进程中更加精彩做出应有贡献。”漯河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彦民如是表
示。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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