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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至2024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浩荡
东风，召陵区走过了20年峥嵘岁月。

20年来，召陵区历届区委、区政府团结
带领勤劳智慧的召陵人民，以“自信自强、
苦干实干、创业创新、善作善成”的新时代
召陵精神，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在自我
超越中展翅高飞，书写了气势如虹、绚丽多
彩的时代华章。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过去 20 年，

召陵区历经沧桑巨变。这巨变，是一幅
敢为人先的奋斗画卷；这巨变，是一首
后发崛起的创业史诗。

过去 20 年，召陵大地后发赶超，综
合实力显著提升。2023 年，全区实现生
产总值 221.4 亿元，是 2004 年的 6.2 倍；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1560 元、
26492 元 ， 分 别 是 2004 年 的 6.8 倍 、 7.3
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57 亿元，是 2005

年的 21 倍。
过去20年，召陵区重点工作攻坚成效显

著，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2019 年年
底，全区7221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0个贫
困村全部“摘帽”。

过去20年，召陵区大抓项目建设，发展
后劲显著增强。2012年至2022年，全区累计
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212 个，总投资 1235 亿
元；实施省、市重点项目209个，双汇第三

工业园、正大“一基地一园区一中心”等重
大项目布局召陵。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全
区人民风雨同舟、携手并进，为召陵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今年是召陵建区20周年。这
是召陵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召
陵再铸辉煌的新起点。

最是奋斗能致远。二十青春，更立潮
头。

——写在召陵建区20周年之际
■文/本报记者 李丽娟 版式/付广亚

核心提示

2004年，有人说：“全省100多个县区中，召
陵基础设施最差。”

那个时候，召陵人喝的是高氟水、高盐水，住
的是低矮破旧的泥瓦房；遍布全区的大多是农田和
砖瓦窑场。

农民出行困难。当地人有段顺口溜形象地说出
了召陵当时的道路状况：“大坑能卧牛，小坑车发
愁。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人被车子骑，结婚
看天气。”

20年后，召陵留给人们的是另一种印象：一栋
栋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宛如长
龙纵横构成城市脉络，一座座公园擦亮绿色发展的
底色、一幅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

展现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美气象……
2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召陵区因地

制宜，不断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努力走
出一条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生产生
活生态相互融合、改革发展成果城乡共享，具有召
陵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道路四通八达。20年来，召陵区对行政新区、
开发区共投入近15亿元修建总长约68公里的道路
46条，从南到北建成锦江路、渭河路、延河路等道
路，从东到西建成东山路、天柱山路、庐山路等道
路，形成了“十横十三纵”的路网框架，城市交通
四通八达。尤其是2021年至2022年，新修、改造
农村公路全长 338 公里，自然村道路硬化率达

100％；农村通客车里程达389公里，各镇、建制
村通班车率均达100%，实现了“出门见路、抬脚
上车”的工作目标，成功创建“万村通客车提质工
程”省级示范区。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建设瑞贝卡、金色龙湾等
住宅小区和城市综合体20个，龙湾美食街、豫中南
农贸市场等建成运营，9家金融机构进驻，供气、
供热全覆盖，城市功能要素加速集聚。改造“城中
村”4个、老旧小区169个、背街小巷480条，新建
街头游园20座，建成长22公里的汾河生态水系，
实现了“美景入眼、幸福入心”。空气质量实现“一
升两降”，河流出境断面水质显著提升，土壤环境治
理成效明显，天蓝、水清、地绿成为召陵人民幸福

生活的标配。
乡村变化翻天覆地。聚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9.83万亩，粮食产量常年稳
定在30万吨以上。探索打造数字乡村、数字农场示
范点，农业生产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
慧农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功创建国家级农业产
业强镇1个（漯河首个）、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强镇2
个，创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4个、市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4个，创建美丽小镇4个、乡村建设
示范村13个，打造美丽宜居村41个、乡村幸福游
线路2条，全域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
面提升。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全区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以下村清零。

建区之初，召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多一
少”：“一多”是砖瓦窑场全省最多，“一少”是规上
企业全省最少。

当时，召陵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737万
元，黏土砖瓦窑业的收入近2000万元。如果没有这
个支柱产业，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不破不立。2006年，召陵区以“腾笼换鸟”的
思路和“凤凰涅槃”的勇气，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
案：必须致力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走一条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道路。

2007年，召陵全境300多个砖瓦窑场全部被拆
除。

利用拆除砖瓦窑场的时机，召陵区高标准规
划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从
此成为全区的中心工作。

20年来，召陵区秉持“工业强区、服务业兴
区”发展理念，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实践，
围绕做大做强绿色食品、装备制造、电商物流三
大主导产业和宠物经济、鞋革制品两大特色产
业，深耕产业链，做强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
高位嫁接形成新制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激发新
动能、未来产业谋篇布局开辟新赛道，形成了龙
头引领、梯队协同、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发展格
局。

主导产业长足发展。坚持招大引强与培大育
强双向发力，加快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形
成了绿色食品、装备制造、电商物流三大主导产
业。其中，绿色食品产业以双汇、正大、中誉宠
物等为代表，形成了肉蛋制品、休闲食品、宠物
食品产业集群，涵盖企业110多家，年产值达50

亿元。宠物经济产业作为特色产业，年产值突破
10亿元。装备制造产业以永光电力、世林机械、
亿博科技等为代表，形成了电力装备、液压装
备、冶金设备产业集群，涵盖企业60多家，年产
值达35亿元。物流业以快递物流企业、道路运输
企业、装卸及仓储企业为主，涵盖企业约 300
家，日均快递中转量达600万单，峰值突破1000
万单，带动漯河成为全省仅次于郑州的第二大快
递物流配送和分拨转运中心。

骨干企业群体日益壮大。大力实施“工业
倍增”“小升规”等重点企业培育工程，工业企
业总数从 2004 年的 126 家增至如今的 748 家，
规上工业企业增至127家；培育出年产值5亿元
以上的企业 3 家、年产值 3 亿元以上的企业 6
家、年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 14家；现有省级创

新型龙头企业 1 家、省级瞪羚企业 2 家、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6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从 4 家增至 35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从
7家增至68家。

工业制造向工业“智造”加速迈进。抢抓数字
化发展机遇，支持传统企业实施一批“机器换人、
设备换芯、生产换线”项目，推动工业经济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际华三五一五建成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亿博科技被认定为国家级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单位，正宇电
气等12家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贯标认定。
全区建成省级研发平台8个、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项目8个、省级以上绿色制造企业5家、省
级智能工厂1个、省级智能车间5个，完成企业

“上云”140家。

建区之初，召陵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十分低下。

20年来，召陵区坚持“以人为本、为民解困”
服务宗旨，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民生工程，全
力补短板、强弱项，累计用于民生事业支出达214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0%以上，教育、医疗、文
体、养老、生态等各领域都实现了长足发展、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显著增强。

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加大资金投入，确保一般
公共预算教育支出、生均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两个

只增不减”；先后实施中小学和幼儿园新建、改
（扩）建项目102个，有效解决了入学难、入园难、
大班额问题。

文体和医疗服务水平极大提升。完善区文
化馆、区图书馆软 （硬） 件配置，村级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成率达 100%；组建由 1100 多
人加入的文化人才队伍，业余文艺团队达 96
个；建成城市“字圣书苑”6个、村级书屋 166
个；基本建成全民健身中心，实现 166个村、9
个社区室内外健身场全覆盖，为城乡居民娱
乐、健身提供了活动场所。召陵区人民医院传

染病区和核酸检测实验室等项目建成投用，召
陵区中医院建成投用。在全市率先成立医疗集
团，实行“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极大地方便了广
大群众就医。

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积极打造“15分钟
养老服务圈”，建成区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1
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3个、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 24 个、幸福院 151 个，升级改造敬老院 3
个，构建了多层级、互补型的养老设施格局。全
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9.43 万人、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达2.3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达2.8万人，共为7571名符合条件的失地老年人
发放生活补助费，形成了“老有所养、伤有所
治、失有所助、生有所补”的社会保险局面。该
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每年保持在 5000 人以上，
创业担保贷款发放保持在 6000 万元以上，就业
形势整体稳定。

青春无悔，不负韶华。在高质量发展的
跑 道 上 ， 20 岁 的 召 陵 将 以 更 加 稳 健 的 步 伐
展 示 更 加 飒 爽 的 英 姿 、 谱 写 更 加 绚 丽 的 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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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红的辣椒。 曹秋霞 摄
2.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3.老窝镇古同村烟叶丰收。 张雪莲 摄
4.亿博橡胶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5.宠物食品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6.召陵镇大徐村西瓜名扬四方。 张雪莲 摄
7.召陵镇西皋西村油桃采摘。 刘东衡 摄
8.舞动新时代。 陈王丽 摄

9.高速交通网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张静明 摄
10.许慎高级中学。 召陵区委宣传部提供
11.永光电力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12.双汇第三产业园。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13.美丽乡村。 召陵区委宣传部提供
14.高标准农田。 召陵区委宣传部提供
15.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城市俯瞰图。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大美召陵，魅力无限。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