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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新区设立，从无到有；十年间，砥砺
奋进，强势崛起；十年后，今昔对比，华丽蝶变。

2015年全面开发建设以来，漯河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的殷殷嘱托，抢抓城市变革、高质量发
展和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团
结带领全区人民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开拓进取、
勇毅前行，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昂扬姿态和
拼搏精神，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谱写
了奋进新时代的绚丽篇章。

这十年，示范区居弱图强，高树目标，综合实
力显著增强。全面开发建设七年来，示范区从弱
到强，对比2016年，2021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47.6亿元，增长1.6倍，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34
亿元，增长5.3倍；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亿
元，增长11倍，税收收入2.1亿元，增长10.5倍，
固定资产投资35亿元，增长3倍。先后被评为中
国冷链物流产业创新基地、最具投资潜力城市新
区、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城市新区、河南省电商十
强县区等，交出了一份“一片平地起新城、一张蓝
图变现实”的精彩答卷。

这十年，示范区立足实际，抢抓机遇，临港产
业快速崛起。秉持“立足漯河港，做大做强临港
经济”这一目标，抢抓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重
大机遇，聚力培育临港产业，依托传化公路港大
路网、漯河港大水运优势，加快建设“中原——长
三角经济走廊”水路大通道、豫货出海口和海货
入豫口，打造集内河航运、临港产业、生态城市为
一体的都市圈开放枢纽节点和综合物流副中
心。2019年7月，漯河港正式开港复航；加快推
进临港铁路专用线建设、水运航道升级、漯河港
二期建设。港口强力带动，产业蓬勃发展。临港
产业园有238家企业进驻运营，今年已完成生产
总值15.6亿元、税收1.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
长20.3%、40%。

这十年，示范区围绕主业，转型升级，冷链物
流集聚成势。依托食品产业和独特的临港优势，
借助国家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机遇，全
力打造冷链物流百亿级主导产业。画细画精产
业链全景图，按照产业链树状图、产业链图谱，紧
盯头部企业、实施产业链招商，按图索骥、精准出
击，先后招引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入驻，形成了
特色产业的集群集聚发展，为我市打造国际肉类
冷链物流集散贸易中心和郑州都市圈开放枢纽
节点、综合物流副中心提供强有力支撑。坚持科
学规划引领，合理布局，配套发展供应链金融、信
息化服务等产业，加快打造区域性冷链物流仓、
储、配、贸、研、融一体化枢纽。目前园区入驻冷
链物流企业已达30多家，中外运冷链、顺丰冷运
等头部企业集聚效应凸显，各类物流企业及相关
产业链加速聚集发展。示范区被评为特色产业
集群发展城市新区、全省冷链物流电商孵化基
地。

这十年，示范区高位推动，精心打造，三大园
区规模壮大。用活现代服务业开发区政策，规划
建设临港经济、冷链物流、临港科创三大专业园
区。突出规划引领、项目谋划、头部引领、链式发
展、产业集聚，全力开展强龙头、延链条、壮产业行
动。“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三大园区共谋划重点
项目252个，总投资2311亿元，主导产业类项目
占比79%，是建区之初的5倍。三大专业园区先后
落地重点项目39个，入驻各类企业238家，其中，物
流企业68家。园区主导产业规模化、链条化、集群
化发展成效初步显现，三大园区规模不断壮大。示
范区被评为全国首批冷链标准化园区项目运行试
点。

这十年，示范区解放思想，勇敢探索，创新发
展动能强劲。把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以三大专业园区为创新载体，与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中物联、双汇物流等知名院
校和企业合作，共建科研院所。不断加大社会研
发投入力度，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向园区
布局，“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生态已经逐
步形成。高标准规划建设2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
房，作为中小企业的孵化平台和创新基地，17家
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已入驻并
形成规模，实现了企业集聚、产业集群、土地集
约，打造了一个临港经济、现代服务业和科技创
新企业的“飞地园区”。漯河冷链物流产业研究
院成功挂牌。

这十年，示范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城乡融
合宜居宜业。坚持基础设施先行、配套建设同步、
绿化景观跟进，建成牡丹江路、千山路、云翠山路
等“四横八纵”交通路网，道路总长36公里；先后
完成沿河4个“城中村”的搬迁，7000多名群众得
到妥善安置；西湖学校实现集团化、规模化发展,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
校建成投用，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新能源汽车服
务站、高压电力管廊等公共服务项目快速推进，城
市功能日益完善，吸引双汇、昌建、建业、碧桂园等
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企业直播带货，快
递量日均60万单，实现“买全球、卖全球”；“漯河
新地标”双汇新总部大楼即将投用；京港澳高速漯
河新区站、107国道京港线漯河境新建工程、平漯
周高铁等一批重大工程顺利推进；沙河路大桥正
在规划建设。围绕“水、绿、湖、路、桥”，沿河造景、
依路布绿，加强海绵城市建设、韧性城市建设，“一
河四湖”水系连通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建设2600
亩沿河景观带、全长12公里的城市生态水系；弘
正园、体育公园、极限运动广场、儿童乐园等景观
园区陆续开放；牡丹江路大桥、牡丹园等成为“网
红打卡地”；中央商务公园、龙潭湖公园、天鹅湖生
态公园启动建设，实现了“绿道”穿城、“亮化”美
城、“绿园”连城，一个生态宜居、充满活力的滨水
新城悄然崛起。

这十年，示范区心系群众，务实为民，民生福
祉不断增进。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和“一
老一小一青壮”，着力办好惠民实事。城乡建设、
管理、供水、交通、环卫、教育、医疗和养老一体化
等“七有八化”工程扎实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基本
实现均等化。3.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实
施，柳河、塔河、土城王河、枯河得到全面治理。
亿利都市生态园、三河湾、漯甜、恒逸等现代农业
产业园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胡桥西瓜、老应
小米、韩庄猕猴桃等农副产品品牌持续叫响，培
育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省级农
民专业合作社1家。“321”城乡一体化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进程加快，在全市率先实现城乡养老服
务全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城
乡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升。教育投入连年增加，
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大班额”得到根本消除，农
村教育实现现代化。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持
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强
力推进，铺设主污水管道62.8公里，建成村级污
水处理站21座，完成户厕改造近6000户，1680
多户家庭获“五美庭院”称号，建成文化广场、休
闲游园36处，群众生活环境全面改善。圆满完
成减贫任务，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乡风文明蔚然成风，

“望得见蓝天、看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成为共
识。创文工作多次位列全市第一，疫情防控、生
态环境、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等底线守得更牢，
PM2.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多年居全市第一、
全省前列。姬石镇被评为国家卫生镇、全市美丽
小镇；黑龙潭镇老应村党支部被评为河南省先进
基层党支部、河涯李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黄赵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姬石镇姬石村、范
寨村等10个村被评为河南省卫生村、河南省健
康村。“农民更富裕、乡村更美丽”的美好愿景正
在逐步变为现实。

非凡十年，示范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非凡十年，示范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取得
了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成绩，展现出活力无限、
更加多彩的发展前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示范
区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已吹响，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坚实、空间无限、活力迸发。面向未来，示范区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魄力、更有底气！

放眼新时代，示范区正在换道领跑赛道上奋
力前行。锚定建设“一港三区三基地”的发展目
标，示范区将以更加开阔的胸怀、更加饱满的精
神、更加务实的作风，不辱使命、踔厉前行，用磅
礴伟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单
项工作争第一、整体工作创先进”，争当全市“奋
勇争先、更加出彩”排头兵，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示范区新地标——双汇新总部大楼。

老应村党群服务中心。

民间艺术展演。
本报记者 王晓东 摄

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记者 胡鸿丽 摄

美丽的西湖畔。

繁忙的漯河港繁忙的漯河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焦海洋焦海洋 摄摄 设施完善的体育公园设施完善的体育公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焦海洋焦海洋 摄摄
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基地——弘正园弘正园

富民特色产业富民特色产业

市城乡一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体化示范区

奏响发展奏响发展最强最强音音 阔步奋进新征程阔步奋进新征程
■文/通讯员 冯艳华 版式/付广亚

临港产业园传化公路港。

临港科创园伊利集团豫中南分拨中心。

牡丹江路大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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