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汇聚，人文交织，北国的雄奇
与江南的灵秀完美结合，沧桑的农耕文
化与蓬勃的现代文明融汇发展。

这里，初春百花争艳万般情，盛夏
烟柳红荷鸥鹭鸣，深秋千峰锁雾硕果
香，寒冬群峦负雪松柏翠。

这里是宽厚舞钢城，这里是千年冶
铁地。

舞钢市，位于平顶山市东南部，总
面积 646平方公里，人口 34万，辖 14个
乡（镇、街道）。

舞钢市人杰地灵，创造出了与焦裕
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一
脉相承，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甘于
奉献、众志成城”为主要内涵的平舞会
战精神。早在 7000 年前，人类便在这
里繁衍生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
昭示着舞钢久远的文明，这里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可追溯到 2600 年前。1970
年，根据战备需要，国家决定在这里建
立舞阳钢铁公司，生产特宽特厚军用钢
板。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参加平舞
会战的十万建设大军以“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万丈豪情，以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
胜利”的昂扬斗志，以“服从命令、听从
指挥、乐于奉献、顾全大局”的高尚情
怀，突击奋战 1120天，在一片荒山野岭
上建起我国第一个特厚钢板生产基地，
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诗篇。为了保证工
程建设和城市建设同步发展，1972年 3
月，河南省平舞工区市政建设处成立。
1973 年 12 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舞阳
工区办事处成立，划舞阳县南部6个公
社为其辖区，属河南省革委会直辖。从
此，舞阳工区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
1977年5月，省革委会舞阳工区办事处
撤销，划归平顶山市；同年 11 月，成立
平舞工区，后改称舞钢区，成为中国第
一个以钢铁企业命名的城市；1979 年
10 月，改属许昌地区；1982 年 10 月，复
归平顶山市；1990年9月4日，经国务院
批准，撤舞钢区，设舞钢市。

工业发展势头强劲
舞钢市矿产资源丰富，铁矿石储量

6.6亿吨，占河南省铁矿石储量的 76%，
是我国十大铁矿之一。该市冶铁文化
起源于先秦冶铁，兴起于龙泉宝剑，传
承于铁山庙会，名盛于“舞钢”品牌。西
周初年，这里是古帝柏黄氏后裔的封
地，称为柏子国；公元前535年前后，楚
国向淮水流域发展时，将其据为己有并
在这块富含铁矿的土地上开始冶铁铸
剑；战国时期，韩国一度扩张至此，建立
军工生产基地，造出了“皆陆断牛马、水
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的龙泉、
太阿、棠溪、合伯等宝剑；由于这里冶铁
场地密集、生产规模宏大，西汉初年，朝
廷在此置柏亭，设铁官衙门，这里很快
发展成为繁荣富足的冶铁中心城市。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在此建
舞阳钢铁公司，“舞钢”因此而得名。
1978 年 9 月，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
造、自行安装，曾号称“轧机之王”的
4200mm 宽厚板轧机建成投产，一举结
束了我国不能生产特宽特厚钢板的历
史。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工业企业
500强的舞阳钢铁公司，不仅是这座城
市的基石，更是旗帜——鸟巢、水立方、
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航天工程等均
采用了舞钢板，彰显了舞钢人民的勤劳
和智慧。现今，舞钢市以产业集聚区为
平台，根据“一县（区）一主业”的发展要
求，结合国家、省产业政策导向，把特钢

及特种装备制造产业确定为主导产业，
编制了“以‘中强’为核心，上展下延外
拓，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的产业图谱，
重点依托舞钢公司特宽特厚钢板研发
生产优势，向上延伸产业链条，确保原料
供应安全，向下培育发展特钢精深加工、
机械制造、特种装备等高成长性制造业，
强力巩固全国特宽特厚钢板科研生产
基地和桥梁钢结构研发制造基地，钢铁
及深加工现代化产业集群体系已成为
该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和发展动力。

以始建于 1988 年 12 月、现已成为
河南省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的银龙集
团为龙头，舞钢市围绕科技纺织、时尚
纺织、绿色纺织三大主题，立足现有精
密纺生产优势，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
升级，围绕“纺纱-织布-染整-提花-
服装加工-鞋帽生产-配套产品生产”
产业链，重点打通成布、印染、后整理环
节，积极向全产业链、高附加值、品牌产
品方向提升，建设全省重要的纺织服装
生产基地。目前，该市已拥有 12 家精
密纺企业，总装机规模已经达到110万
锭。“柔顺舞钢”正以棉纺织业为基础，
以服饰服装为重点，以原棉储备、贸易
物流为配套，积极向全产业链、高附加
值、品牌产品方向提升。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舞钢市南部的山钟灵毓秀，如小家

碧玉；北部的水婀娜多姿，似多情少女；
还有古柏国都城的沧桑，春秋冶铁星火
的传奇，唐宋李(白)黄(庭坚)驻足留恋
的神往，张庄新村带着乡愁的小溪……
近年来，舞钢市多措并举发展全域旅
游，努力打造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城
区的佛爷岭公园、大坝遗址公园临龙泉
湖亲水而建，并与省内外多家摄影机构
联合，现已打造成为全省重要的婚纱摄
影基地，一对对新人在湖光山色的映衬
下共著爱的华章；祥龙谷景区的水上乐
园、佛光禅寺等，实现了由以登山健身
为主的观光景区向以休闲度假、亲子游
玩、文化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
区变身；二郎山、灯台架、花博园、三和
葵园灯光节与四季采摘项目的运营，更
是填补了该市在冬季旅游、夜晚观光等
业态上的空白；誉森、瑞祥等一大批现

代观光农业的崛起，也为发展休闲游提
供了有力补充。目前，舞钢市共有灯台
架、二郎山两个 4A 级景区、一个 3A 级
景区祥龙谷和以龙泉湖国家水利风景
区为中心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多项旅游
产业提档升级工程正在如火如荼推
进。在旅游带动战略的引领下，该市科
学编制规划、优化顶层设计、强化融合
发展，以最大效应的全域化、全要素、全
产业链式的旅游集群化品牌吸引着八
方宾朋。

社会发展成就显著
大江奔流，长歌未央。舞钢市，这

座充满活力的年轻城市，每天都上演着
动人心弦的精彩。当时光的年轮拨转
到新的时代，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挑战，
该市沐浴着“一带一路”、中原经济区以
及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战
略的春风，按照中央、省委、平顶山市委
的决策部署，高擎创新驱动发展、开拓
进取的大旗，更加坚定地实施“四大战
略”，满怀信心决胜全面小康，为“建设
富美舞钢，打造中原明珠”而持续接力、
奋斗不息。2016年，该市完成生产总值
128.3亿元，同比增长7.6%；固定资产投
资 210.4 亿元，同比增长 10.1%；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4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到 24748 元和 12371 元，同比分别增

长 8.7%和 7.1%。2017 年第一季度，该
市预计完成生产总值30.6亿元，同比增
长 3.0%；固定资产投资 34.9 亿元，同比
增长 1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8
亿元，同比增长11.5%；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1.76亿元，同比增长12.2%；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7973 元、2981
元，同比增长7.0%、8.0%。

上下春秋数十载，几度荣光几轮
回。舞钢，从诞生之日起，便懂得在历
史的经纬中求索奋进，以刚柔相济的气
质，坚忍地追寻着文化理想、追逐在文
明旅程。近年来，该市锁定“建设富美
舞钢，打造中原明珠”这一目标，不断强
化“全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全国知
名旅游目的地”两大定位，着力实施“产
业支撑、城镇引领、生态优先、旅游带
动”四大战略，逐步形成了钢铁、纺织、
旅游等三大支柱产业，以其强劲稳健的
经济实力，浪漫灵智的城市魅力，在广
袤神奇的中原大地书写了精彩的传奇，
赢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水灯文化之城、
中国冶铁文化之都、中国最佳休闲养生
城市、中国最具竞争力绿色生态城市、
中国最具投资竞争力城市、省级文明城
市、河南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市等殊荣。

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舞钢续写
梦想和传奇的开始……
（本报记者 杨德坤 通讯员 刘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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