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化项目完成投资64.35亿元

同比增长 12.2%

基础设施完成投资30亿元

同比增长71.5%

同比增长29%

同比增长56.7%

建成区面积达4.632平方公里

完成投资 71.7亿元

营业收入 71.6亿元

实现税收3.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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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区面积达31 平方公里

▶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5亿元

▶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50 亿元

▶ 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9.5亿元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382 元

建成区面积75平方公里 比上年增加7.4平方公里

比上年净增 1.9万人

同比增长 15.2％

同比提高8.8个百分点

拉动全市经济增长6.8个百分点

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占全市的比重达到49.4％实现工业
增加值

276.5亿元

入驻
“四上”企业

489家

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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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
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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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加7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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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风劲帆满

产业集聚区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蹄疾步稳

“工业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工业经
济发展势头强劲，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明
显……”提及去年产业集聚区的抢眼表现，
3月22日，市统计局局长陈卫华喜不自胜。

按照“五规合一”“四集一转”、产城互
动的基本要求，去年我市把产业集聚区建
设作为一项中心工作，紧紧围绕提质转型
创新发展，着力壮大产业集群，强化支撑配
套，突出招商引资，完善体制机制，产业集
聚区在复杂经济形势下保持了良好发展态
势，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去年，全市产业集聚区完成投资 587.4
亿元，建成区面积达到75平方公里，比上年
增加7.4平方公里；入驻“四上”企业489家，
比上年增加78家；实现工业增加值276.5亿
元，同比增长 15.2％，占全市的比重达到
49.4％，同比提高8.8个百分点，拉动全市经
济增长 6.8 个百分点，同比提高 0.3 个百分
点；从业人员达到 20万人，比上年净增 1.9
万人。

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加快培育

我市工业基础雄厚，平煤神马集团是
我国品种最全的炼焦煤、动力煤生产基地
和亚洲最大的尼龙化工产品生产基地；平
高集团是我国高压、超高压及特高压开关
行业的研发、生产、销售基地；舞钢公司是
我国特宽、特厚钢材的生产、科研基地……
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企业，但资源型
城市普遍具有的能源原材料行业占比较高
的结构性矛盾，使我市在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上表现乏力。
去年，我市利用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

和条件，把产业集群培育作为全市9个省级
产业集聚区建设的首要任务，着力打造能
源化工、装备制造、钢铁深加工 3个千亿级
主导产业集群和尼龙化工、电气装备、不锈
钢制品、摩托机车、电子信息等10个以上百
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3 月 11 日，地处叶县产业集聚区的河
南隆鑫机车有限公司，装配车间的工人在
忙而有序地操作。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数年前这家名叫
叶县奥达三轮车厂的民营小厂，通过与重
庆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实现了
快速发展，现在已成为产能居全国第三、全
省第一的现代化三轮摩托机车整车生产企
业。去年，投资 15亿元、占地 400亩的隆鑫
工业园一期建成投产。该工业园拥有装配
线8条，引进了国内先进的机器人焊接流水
线、电泳涂装生产线等，出口订单应接不暇，
产品畅销亚洲、非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
实现利税1.5亿元，出口创汇1500万美元。

叶县产业集聚区围绕装备制造产业发
展，以河南隆鑫机车有限公司等企业为龙
头，加快 3.5平方公里的隆鑫工业园、力帆
树民工业园和装备制造产业零部件配套工
业园建设，着力打造以摩托三轮车、电动汽
车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基地。2015年，该
产业集聚区完成增加值 49.4 亿元，同比增
长9.2%；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1.3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郏县产业集聚
区与叶县产业集聚区遥相呼应，共同构成

了千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铁三角”。
2015 年，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依托平

高集团等龙头企业，围绕产业链优势环节，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电气装备制造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91亿元，同比增长 31.9%；郏
县产业集聚区依托平煤机高新产业园，引
进浙江博昌电子制造和温州艾通机械等项
目入驻，延伸产业链条，矿山机械制造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67.2亿元，同比增长33％。

龙头舞动，百企和鸣。一个以电气装
备、矿山机械、摩托机车为特色的千亿级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与此同时，我市依托叶县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重点培育以尼龙
化工、煤焦化工、盐化工为特色的千亿级能
源化工产业集群；依托舞钢市、宝丰县等产
业集聚区，重点培育的以特种钢材和不锈
钢制品为特色的千亿级钢铁深加工产业集
群，也在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

去年，我市还分别在相关产业集聚区培
育了尼龙化工、电气装备、不锈钢制品、摩托
机车、电子信息等10个以上百亿级特色产业
集群。其中，宝丰县的不锈钢制品、郏县的医
用制品、鲁山县的电子信息产品等特色产业
集群主营业务收入均同比增长20%以上。

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支撑有力

筑好巢才能引来凤。
去年，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在基础

和配套设施建设上继续发力，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114.3亿元，同比增长36.9%，建成污
水处理厂、神马大道（东延）、自来水厂等。

平新产业集聚区大力推动基础和配套
设施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06 亿元，
同比增长 18.3%，集聚区内已形成了“四横
六纵”的路网格局，实现通车里程 12公里，
开通公交线路 8条，供热工程实现全覆盖，
累计入驻企业达到22家。

去年，我市持续加大集聚区基础和配
套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一大批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以增强产业集聚区仓储、物流、展
示、保税等综合服务功能为重点，建设了舞
钢市中昌纺织、郏县蕴钰保税物流等与主
导产业相配套的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推
动高新技术、叶县产业集聚区智慧园区试
点建设，并将产业集聚区村庄纳入城市统
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完成村庄搬迁 12个，
妥善安置7800余人。

一批带动作用强的项目顺利实施

2 月 29 日，地处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
区的平煤神马尼龙科技公司双30万吨己二
酸己内酰胺项目一期 8套化工生产装置流
程全部打通，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国内外同类型企业至少需要半年才能完成
的试车工作，进入全面试生产阶段。

该项目充分发挥平煤神马集团煤炭、
苯、液氨、焦炉气等原料优势，采用目前国
际上最先进、最安全环保的生产工艺，生产
高品质己二酸和高端己内酰胺，建成后可
实现与尼龙 6和尼龙 66 产品互补，打造全
球最完整、技术含量最高、循环经济特征最
明显的煤基尼龙化工产业链。

去年，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共实施亿
元以上项目21个，完成投资91亿元，新开工
项目5个，续建项目9个，投产项目两个。

去年，我市以产业集聚区为科学发展
载体，把项目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总抓手，
积极谋划项目、大力争取项目、加快引进项

目、强力推进项目，一批在转型升级方面带
动作用强的大项目顺利实施，有力地推动
了产业集群发展。

平新产业集聚区实施精准招商，着力
招大引强，新签约项目 7 个，总投资 142 亿
元，其中包括投资 60亿元的中兴科技产业
园、投资 15亿元的宝钢华中装配式绿色建
筑产业园等。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积极开
展专题招商，成立7个招商团，瞄准京津冀、
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点区域招商，新签约
项目 12个，总投资 40.3亿元。其他各产业
集聚区也纷纷围绕各自主导产业集群发展
需求，精心谋划项目，创新招商方式，聚焦

“珠三角”“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和行业龙头
企业，大力开展专题招商、以商招商和产业
链招商，签约了台湾台盐日化用品、上海闵
原电器移动电源等项目。

去年，一大批带动能力强的重大转型
升级项目在各产业集聚区落地或建成，亮
点频现。鲁山县产业集聚区新开工亿元
以上项目 13 个，建成亿元以上项目 24 个；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在建项目 51 个，总
投资 48.5 亿元；宝丰县产业集聚区新开工
亿元以上项目 15 个，建成亿元以上项目
19个……

去年，全市产业集聚区共实施了196个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99个，建成亿元以上项目 138个，在稳增长
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逐步理顺体制机制保障给力

去年，叶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
李青山又多了一个新职务，兼任叶县产业
集聚区所在地的盐都街道党工委第一书
记。同时，盐都街道党工委书记和街道办
事处主任也多了一个新职务，分别兼任叶
县产业集聚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委员。

去年，我市把理顺产业集聚区管理体
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下
发了区镇管理套合实施方案，确定了舞钢
市、宝丰县、郏县、鲁山县、叶县、石龙区、高
新区等“一市四县两区”产业集聚区区镇管
理套合模式和工作任务，不断提升对产业
集聚区建设的统筹协调和高效服务能力。

完成产业集聚区与行政区域管理套合
的叶县产业集聚区强化管理创新，建立了
县委书记牵头的产业集聚区发展联席会
议制度和县领导分包联系企业（项目）制
度。县委书记、县长定期到产业集聚区现
场办公，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

“我市围绕构建统一领导、以区为主、
两套人马、分线负责的区镇管理套合体制，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联动，为实现产业
集聚区发展提供了坚强体制保障。”市发改
委一位负责人说。

今年，我市将持续坚持“五规合一”
“四集一转”和产城互动的基本要求，以提
质转型创新发展为主线，突出集群、创新、
智慧、绿色发展方向，以培育百千亿级产
业集群为目标，强化承接产业转移、重大
项目建设、龙头企业培育等关键举措，着
力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平台支撑能力、创
新发展能力、要素保障能力，加快推动产
业集聚区由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转变、要
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粗放发
展向绿色集约发展转变，力争产业集聚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00 亿元左右、规模以
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1200亿元、新增
从业人员1.5万人。

去年，我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坚
持一、二、三产业复合和经济、生态、人
居功能复合的发展理念，建设全面提
速，建成区面积达到 31 平方公里，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215 亿元，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150 亿元、完成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9.5亿元，示范区内的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382元。

科技带动，打造产业升级版块

平顶山业强科技有限公司地处
平新产业集聚区。4月 10日，正在指
挥生产的公司管理部经理崔恩长说，
目前在该公司工作的周边村民将近
30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把产业发展作
为主攻方向，建立了统一的就业培训、
介绍、服务、扶持政策，助有就业愿望
的居民灵活创业、充分就业；为入驻企
业提供保姆式、零障碍服务，不仅吸引
了入驻企业的“二次投资”，而且引发
了以商招商的磁场效应。

平新产业集聚区、宝丰产业集聚
区和商务中心区是整个示范区产业支
撑的平台。其中，平新产业集聚区大
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产
业，从业人员达到 11300人；宝丰县产
业集聚区以不锈钢产业为主导，着力
发展现代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达到
16850人；平顶山市商务中心区以现代
服务业为主导，预计到 2020 年，从业
人员可达5万人以上。

通过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复合
发展，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城市综合
承载能力大幅提高。

连片开发，公共福利扎实推进

3 月 10 日早上 7 点 20 分，连片开
发区内的应滨街道肖营村村民陈树国
在家门口的站牌前等公交车，准备送
孙子上学。

连片开发区位于平顶山老城区西
9 公里处，北依香山寺，南临白龟湖，
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区。截至

目前，连片开发区建成区面积达 18平
方公里，辖区人口 13 万人，累计完成
投资453亿元，规划建设道路33条，实
现总通车里程 145 公里，各主干道均
通有公交车。

东太平村村委会主任李新平说，
通过连片开发，村民搬迁到了统一规
划建设的小区，停车场、幼儿园等基础
配套设施应有尽有。

目前，连片开发区内建设有东太
平、朱砂洞、郑营、肖营等 15个农民安
置小区，建筑面积 280万平方米，安置
农民约6万人，已实现路畅灯明，管网
入地，教育、医疗、银行、购物等生活设
施配套完善，为企业入驻和居民生活
创造了便利条件。

区位优势显现，生态优先
共享碧水蓝天

在新城区一家电子设备厂担任采
购员的李鹏举说，因为工作需要，他每
隔一段时间就要去重庆出差，路上需
要将近17个小时。

不过这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2015年正式开工的郑万铁路建成后，
从我市到重庆的行程将缩短至 3个半
小时左右，到郑州的行程将缩短到半
个小时左右。

目前，示范区内郑尧高速和宁洛
高速“十字互通”，规划建设中的郑万
铁路和洛平城际铁路两线交会，轨道
交通一号线横贯东西。示范区全力打
造“两高两铁一轨”，变区位优势为交
通优势，构建豫中南综合交通枢纽和
物流中心。

示范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发
展规划之中，秉持“高端、高质、高
效”的发展理念和农旅交融、以旅促
农的发展思路，培育和打造都市生
态农业示范区,规划建设了白龟湖
国家湿地公园，实施了湛河治理工
程、应河治理工程等生态水系建设，
并着手建设滍阳古镇和应山主题公
园。目前，示范区内绿化覆盖率达
到 45%以上。

改革成效初现，城乡居民
公共服务均等化

去年2月，示范区研究制定了《关于
全面推进新城区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
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4个配套方案。
作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先行区，新
城区在教育、低保、优抚、养老、医保、
就业、就医等方面率先实现了城乡“一
个政策、一个标准”。

“现在，我的补助金和城里人一样
多。”48 岁的滍阳镇叶营村村民任朝
飞说。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他的
低保金由每月的 100 元提升到了 215
元，农村居家托养护理补助费也由每
月50元提升到了100元。

随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推

进，现在新城区年满 60周岁的居民每
月可以领取 80元的养老保险金，增加
了 20元；参保人员在领取养老金期间
死亡的，还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 2000
元。

为更大范围地推进公共服务均等
化，该区还出台了失地农民养老补贴
办法等，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共建共享，
扩大城乡一体化保障覆盖面。

“十三五”期间，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将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二
五”末翻一番，达到 300 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长 25%，累计完成投资
突破 2000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 10%以上，达到2.8万元。

本报记者 吴学清 邱爽/文
本报记者 李志勇 姜涛

牛智广 王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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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谋资源型城市转型
为可持续发展示范
——2015年我市产业集聚区、服务业“两区”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纪实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201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中速增长、结构优化、民生改善、大局稳定的态势。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动力转换的大背景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突出转型发展主题，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统筹推进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以下简称为服务业“两区”）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科学发展载体建设，鹰城大地到处显露勃勃生机。

3月10日，市发改委主任荆建刚说，只要坚持把产业集聚区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把服务业“两区”作为转型发展的增长点、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协调发展的强引领，平顶山建设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市商务中心区位于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中部，规划面积 3.47 平方公
里。截至 2015年底，市商务中心区累
计完成投资29.46亿元，建成区面积达
到 0.5平方公里，被省政府授予“十快
商务中心区”。

我市坚持把商务中心区和特色
商业区作为加快发展服务业的主要
载体，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为着力
点，加快培育一批产业集聚、产出高

效、功能复合、空间高密度、就业高容
量的服务业集群。目前，我市共有平
顶山市、舞钢市、郏县 3 个商务中心
区和宝丰县、叶县、鲁山县、新华区、
卫东区、湛河区、石龙区 7 个特色商
业区。

去年，全市服务业“两区”完成投
资 71.7亿元，同比增长 12.2%；实现营
业收入 71.6 亿元，同比增长 29%；实
现税收 3.76亿元，同比增长 56.7%；创

造 就 业 岗 位 30000 个 ，同 比 增 长
71.5%；建成区面积累计达到 4.632平
方公里。

观摩督导 加强考核

为全面检阅服务业“两区”建设情
况和发展水平，2015年4月24日，市主
要领导带队观摩了多个服务业“两区”
项目。

在强力推进服务业“两区”建设
中，我市采取现场观摩的方式对各地
服务业“两区”建设情况进行评比，考
核结果全市通报，对成绩突出、效果显
著的前三名给予表彰。

我市对重点项目进行分包，每个
市领导均有分包项目，要不定期带领
相关部门责任人开展督导，了解情况、
分析原因，并要求相关部门限期解决；
大力开展项目建设年活动，明确每个
服务业“两区”重点项目的任务计划及
责任人，加大督查协调力度，实行周督
查、旬通报、月观摩、季点评、半年一奖
惩，实施任务倒逼机制，严格落实相关
责任人责任，抓进度、抓投产，全面加
快项目建设。

去年9月，我市针对前8个月服务
业“两区”建设进展缓慢的不利情况，
快速反应，对后 4 个月月均任务进行
分解，保证了各项年度目标的实现。

招商引资 狠抓项目

盛润广场项目位于市商务中心区
核心区域，总投资 7.4亿元，于 2015年
3 月 6 日开工，建设周期约 3 年，建成
后将成为市商务中心区的标志性建筑
和我市首座5A级商务写字楼。

除却盛润广场项目，建业·十八
城、鹰城中心、电商孵化中心、东方今
典总部产业园、清华紫荆总部港、威
佳汽车贸易博览中心等一批项目也
陆续在市商务中心区开工建设或投

入使用。
通过招商引

资 、狠 抓 项 目 ，
市商务中心

区 着 力
打 造

三大产业集群：一是商贸服务集群。
加快商业综合体建设，培育壮大总
部经济，打造高端商务中介服务集
群，建设特色商务楼宇；二是金融服
务集群。以鹰城中心项目建设为抓
手，推动金融机构集聚，加强金融服
务创新；三是信息技术服务集群。
以互联网思维为引领，不断加快大
宗商品交易电子商务产业园、电商
孵化中心等项目建设步伐。

去年，我市以市商务中心区为代
表的服务业“两区”，持续抓好城市综
合体、商务楼宇经济、现代专业市场、
特色商业街四大载体建设，共实施产
业化重点项目 31 个，完成投资 64.35
亿元。在项目的支撑下，全市服务业

“两区”的发展规模进一步壮大。

优化环境 政策扶持

经过快速发展，我市服务业“两
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截至去年底累
计完成投入 30 亿元，大多数服务业

“两区”的道路、供排水和污水管网、供
电、供热、供气、通信、信息网络等公共
服务设施初具规模。

此外，去年我市在服务业“两区”
建设软环境和政策扶持上也可圈可
点，有力地帮助了服务业“两区”尽快
出形象、成规模、见成效。

全市持续推进企业大服务专项
行动，严厉查处破坏工程项目、扰乱
工程建设秩序事件，继续强化政策扶
持力度。市商务中心区设立专项扶
持发展基金，对在中心区内自行建造
楼宇的企业，或在市商务中心区内投
资建设商务楼宇、自行组织招商且招
商对象符合准入标准的开发企业进
行补贴，去年共扶持企业资金 6339万
元。新华区特色商业区安排 2000 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特色商业区的
建设、招商、运营和发展。对新建专
业市场、商务楼宇面积在 2 万平方米
以上竣工投入使用的，当月一次性给
予补贴。

此外，去年我市还结合发展总体
规划，对市商务中心区、新华区特色
商业区和鲁山县特色商业区的发展
规划进行调整，市商务中心区规划面
积由原来的 2.2平方公里增至 3.47平
方公里，新华区特色商业区面积由
1.35 平方公里增至 1.86 平方公里，鲁
山县特色商业区面积由 0.68 平方公
里增至 1.56 平方公里，为服务业“两
区”建设留足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强
了服务业“两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高度自动化的浸胶帘子布项目

（表中为2015年数据）

（表中为2015年数据）

（表中为2015年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