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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蓄势腾飞化蝶舞

建市60年来，我市第三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发展成

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拉动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平顶山是一座新兴工业城

市，作为二产的工业锋芒过于耀

眼，一度掩盖了以传统服务业和

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

发展的光环。

国家统计局平顶山调查队

队长连胜安在回顾平顶山三次

产业发展历程时，将其分为了三

个“二十年”。第一个二十年即建

市初期的二十年，我市产业结构

中农业所占比重较大，产业结构

呈现“一二三”的排序；到第二个

二十年即上世纪70年代初至90

年代初，我市产业结构得到显著

优化，农业占比快速下降，第二产

业比重快速上升，第三产业占比

也得到一定提高，总体呈现出“二

一三”的态势；到第三个二十年即

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市产业

结构由“二一三”调整为“二三

一”。第三产业的发展，始终是朝

着总量扩张、位次前移的方向前

行的。

2016年，全市第三产业完

成增加值743.1亿元，是1978年

的471.8倍；第三产业占GDP的

比重由1978年的16.3%上升到

40.7%，较1978年提高了24.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

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40%。

说起平顶山的第三产业，不得不
说作为传统服务业的标志性符号“老
大楼”。

4 月 2 日，市民高德盛来到市区
中兴路与矿工路交叉口西南角的
广场，支好马扎坐了下来，看着街
头的人流和车流，饶有兴致地讲起
了过往。

高德盛今年 76岁，湖北仙桃人，
1961年来平顶山工作，先后在原平顶
山矿务局劳动服务公司和原市一商
局工作。

据老人介绍，“老大楼”全称为
“平顶山市百货大楼”，位置就在他现
在所处广场的南侧。“平顶山市百货
大楼”之所以叫“老大楼”，是因为后
来在它不远处建成了平顶山商场，相
对于平顶山商场“新大楼”的称谓，

“平顶山市百货大楼”就被市民称为
“老大楼”。

老人说，1957年落成的“老大楼”
共两层，分烟酒、百货和纺织 3 个销
售区域，小到针头线脑，大到“三转一
响”(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
样样齐全，还有服装、笔墨纸砚、乐器
等，“市区的高档商品几乎都集中在
这里”。

上世纪 80 年代，我市商贸业进
入快速发展期。

1985 年 12 月，原市一商局筹建
的两个大型商业网点——平顶山第
一百货商场、平顶山湛河大酒店破土
动工。

第一百货商场位于市区开源路
中段，总建筑面积 1.0719 万平方米，
是当时全市最大的综合性商场；湛河
大酒店位于市区中兴路湛河桥东南
侧，总建筑面积 1.38 万平方米，主楼
12 层、配楼 3 层，是当时全市最大的
综合服务设施。

1986 年 12 月 25 日，市区中兴路
中段的商业大楼正式开业。

1988年1月27日，全市最大的综
合性国营商业企业——副食品商场
在市区体育路落成……

其他诸如华宝商场、人民商场、
白天鹅商场、恒俊商城等，在老平顶
山人中均耳熟能详。

市统计局综合科主任科员吕志
斌说，建市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市形成了比较齐全的第三产业
体系。传统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
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和金融保
险业等规模继续扩大；新兴的旅游
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业异军突起，
在第三产业中占得一席之地，成为国
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到 1992 年，全
市实现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增加
值 6.1 亿元，与 1978 年相比增长 7.1
倍，年均增长16.1%；从事批发和零售
贸易、餐饮业的人员达 12.4 万人，占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34%。

统计数字显示，1992年全市第三
产业增加值达到 23.9 亿元，较 1978
年增长了14.2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
均增长 15.5%，比同期地区生产总值
11.2% 、第 一 产 业 5.7% 、第 二 产 业
12.9%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出4.3、
9.8、2.6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8年的
16.3%提高到了26.7%，提升了10.4个
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首次超
过第一产业。

连胜安认为，这一时期我市的第
三产业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站
在更高的层次看，由于我市以国家投
资为主体的国有企业比重过大，这些
大型国有企业的服务产业内置化倾
向较为严重，对社会化的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11 年 是 我 市 三 次 产 业 结
构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是年，全
市 工 业 增 加 值 首 次 突 破 700 亿
元 ，达 到 707.9 亿 元 。 但 受 国 际
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业品量价齐
跌，接下来的几年全市 GDP 增速
持续滑落，但服务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却持续提升，2016 年更是
达到 40.7%。

夜幕降临，鹰城广场西侧的
中原玉石城 A 馆流光溢彩。色彩
艳丽的轮廓灯、流星追逐的装饰
灯，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

2015 年，中原玉石城项目建
设启动，全部建成后将带动玉石
产业 10 万余人就业。

紧邻中原玉石城的平西建材
城 项 目 ，是 平 顶 山 地 区 体 量 最
大、业态最全、品类最齐全、品牌
最 集 中 的 中 高 端 建 材 集 散 地 ，
去 年 建 成 后 实 现 销 售 额 12 亿
元 ，带 动 3500 余 人 就 业 。 紧 邻
平西建材城的新华怡购城项目，
一期工程已完工，名仕家居广场
已 开 业 …… 四 期 项 目 全 部 建 成
后，将入驻商户 3500 家，带动就
业 2.7 万人，预计实现年营业收入
100 亿元。

中原玉石城、平西建材城、新
华怡购城，作为新华区特色商业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强力推
动该区成为豫西南最大的建材家
居中心、区域性新型商业中心、
区域性产业孵化中心和专业珠宝

玉石批发交易中心，进而托举起
我市集商品集散、批发零售、交
易展销、物流配送、信息和金融
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服务业
专业交易市场集群。

市服务业发展办公室主任苏
航说，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并把加快
服务业 发 展 作 为 促 进 产 业 结 构
优化升级、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以全市 3 个
商 务 中 心 区 和 7 个 特 色 商 业 区
建设为发展载体，突出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重点，加大行业龙头
企业扶持力度，积极探索互联网
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改造提升，着
力培育专业交易市场集群、现代
商贸综合体集群、现代商务服务
集 群 、“ 山 、佛 、汤 ”旅 游 产 业 集
群、名瓷创意产业集群、医药物
流产业集群等六大业态先进、特
色鲜明、功能复合、带动有力的
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使服务业

“两区”驶入提质扩容、增效发展
的快车道。“十二五”期间，全市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平 均 增 速 为
13.5% ，占 GDP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24.9% 、29.3% 、31.4% 、35.2% 、
38.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
加大。

为 强 力 推 动 服 务 业 发 展 ，
2010 年起我市先后出台了《平顶
山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平
顶 山 市 服 务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和《平顶山市推进服务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项行动方案》
等，使服务业发展更规范、设计
更科学、路径更清晰。2013 年至
2016 年底，全市 10 个服务业“两
区”共完成投资 252 亿元，从业人
员 2.84 万人。

从 2014 年开始，我市又选取
20 家服务业行业领军企业，进行
重点扶持，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
发展规模日益壮大。其中，天瑞
集团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圣
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平顶
山银行跻身河南省服务业重点企
业之列。

同时，我市在服务业发展上
注重招大引强，万达、华耀城、丹
尼斯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入驻平
顶山。为更好地服务服务业重点
项目建设，我市建立了服务业重
点项目库，统筹规划服务业项目
布局，滚动实施 50 个服务业重大
项目，施行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和
协 调 推 进 机 制 ，规 范 动 态 化 管
理，有力发挥了项目的支撑带动
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申请国
家和省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
持项目建设，自 2013 年以来先后
申请上级资金 2070 万元。另外，
我市在旅游 和 文 化 产 业 各 设 立
1000 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支持
项 目 建 设 。 市 正 成 豫 仓 储 物 流
中心、中昌物流 15 万吨原棉仓储
物流、尧山旅游产业园佛泉观光
度假城、丹尼斯、墨子古街等一
批 服 务 业 重 大 项 目 相 继 建 成 投
用。

蓄势发展六十载，正逢突破
好时节。汇入我市创建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示范区滚滚洪流的
第三产业风劲帆满，在跨越发展
的道路上正喷涌出连绵不断的新
生动力。

（本报记者 吴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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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区怡购城项目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老大楼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鲁山县四棵树乡代坪村引导村民利用自家新建
楼房发展“农家乐”旅游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