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0 年，鹰城广场立项建

设。

◉ 2000 年 4 月 至 2002 年 6

月，鹰城广场一期工程建设。

◉ 2004 年 8 月 至 2005 年 4

月，鹰城广场二期工程建设。

◉2015 年10月至2016年5月，

鹰城广场北部区域改造工程建设。

◉2021 年 8月，鹰城广场音乐

喷泉进行提档升级改造。

◉ 2022 年 2 月，鹰城书苑鹰

城广场驿站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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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被誉为“城市客厅”，是一座城

市的重要名片，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

窗口。

平顶山人对于城市发展的记忆，绕

不开鹰城广场。

鹰城广场俨然已成为市民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从旭日初升到

华灯初上，鹰城广场上常常是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处处欢歌笑语，人们在这里总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和惬意。

作为我市建市以来建设的第一座大

型绿化广场，它见证和记录了鹰城 20多

年来的沧桑变化和风雨历程。

昔日林场变身鹰城第一
座大型绿化广场

“想不到吧，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大

片林场。”近日，记者与鹰城广场主任崔

浩国一起漫步在鹰城广场，听他诉说鹰

城广场的历史和建设过程。

鹰城广场原址是原平煤集团林业

处林场，属于采煤塌陷地。这片采煤塌

陷地当时沦为露天垃圾场，环境脏乱

差，周边区域部分低档民房、酒店、菜市

场等违章建筑破坏了城市原有风貌，限

制了市民活动的空间，影响了城市形

象。

经论证和规划，2000年，鹰城广场建

设工程立项建设。

作为我市建市以来建设的第一个大

型绿化广场，鹰城广场由平顶山城市规

划设计院进行总体规划和局部设计，广

场占地 14.58 公顷，采用了对称式布局，

主轴两侧是下沉式广场。

2000 年 4 月至 2002 年 6 月，一期工

程主要完成了广场框架道路硬化，河道

局部治理，塌陷区回填，广场西人工湖挖

建，欧式剧场、水池喷泉广场等建设。二

期工程于 2004 年 8 月开工，2005 年 4 月

底竣工。二期建设对路面进行彩化铺

装，增设了休闲座椅、果皮箱，修建了呈

现文化气息的小品、雕塑，完善了亮化夜

景的照明系统。

2009 年 4 月，鹰城广场北部建设工

程开工，包括景观工程、园路工程、水景

工程、广场工程等，新增大量绿化植被和

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了广场的文化艺术

品位。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鹰城广

场北部区域进行改造。

2021 年 8 月，鹰城广场音乐喷泉进

行提档升级改造。

2022 年 2 月，鹰城书苑鹰城广场驿

站开建。

不断升级改造，颜值更高、
环境更美、功能更全

时光匆匆，步履不停。鹰城广场也

跟随着城市蓬勃发展的步伐和鹰城市民

生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如今，这个集

休闲、娱乐、文化、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性开放式大型广场已成为我市一张

亮丽的城市名片。

体育公园、550 米塑胶环湖跑道、正

在建设的鹰城书苑鹰城广场驿站……市

政府对鹰城广场先后进行了多次升级改

造，使其颜值越来越高、环境越来越好、

设施愈加完善、功能越来越强大。

市民陈学伍今年 64岁，在鹰城广场

东 侧 碧 圃 巷 南 段 已 经 居 住 了 35 个 年

头。“鹰城广场就是附近居民的后花园。”

陈学伍说，每天清晨和傍晚前往鹰城广

场散步、锻炼身体，成了他生活的必修

课。

“我见证了鹰城广场从无到有，也见

证了鹰城广场这么多年来的每一次变

化。”陈学伍感触颇深，近几年，鹰城广场

的环境越来越好，不仅景致更好，各项服

务设施也更加温馨贴心。陈学伍说自己

是见证者更是受益者，增设塑胶环湖跑

道，升级的夜晚照明系统、休闲桌椅，公

厕入口处设有无障碍通道，这些看似细

微之处却体现了人性化，让市民享受到

贴心的服务，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

断增强。

作为平顶山的“城市客厅”，鹰城广

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更大限度地满

足市民的需求。

除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每

天在这里上演，我市还有很多大型活动

也在这里举行，例如车展、房展会、建材

节、相亲大会、玉器展览会，中国曲艺牡

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中国好声

音》全国海选平顶山赛区半决赛……

坚持以人为本，满足市民
美好生活新期待

“鹰城广场的日常管理坚持以人为

本，建立广场管理机制，重点突出人性

化、科学性、便民化，以满足市民的期

待。”崔浩国表示，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人们更加渴求绿色、优美的休

闲环境。为给广大市民营造宜游环境，

广场加强卫生管理，保持环境整洁，采取

全天循环保洁，定期清洗座椅、垃圾箱、

栏杆、公厕等公共设施；加强对景观植物

的精细化管理，做好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发现问题及时通知养护单位进行整改，

实施修剪、追肥、除草、除虫等一系列工

作，保证广场绿化景观始终处于良好状

态；设立志愿服务岗，定期提供问询、文

明引导、便民茶水等服务，增设路标指示

牌、温馨提示牌、文明游览告示牌等，方

便游客游玩；考虑到市民锻炼的需求，近

年来不断增加相关体育健身器材、休闲

座椅等。

近年来，为配合我市开展的创建“国

家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活动，鹰城广场全

力以赴开展对标管理，推进管理精细化，

被授予“河南省绿化达标广场”“旅游行

业市级文明示范窗口”“创园先进集体”

等称号，2011 年还获得全国交通建设系

统“工人先锋号”称号。

据市园林绿化中心党委书记冯建东

介绍，今年，我市园林部门继续加大对公

园广场的提档改造力度，进一步提升公园

广场管理精细化水平，营造和谐的城市游

园环境，并积极打造市民的精神生活阵

地，彰显城市活力，提升市民的幸福指数。

城市如人，它有自己的记忆。

鹰城广场见证了几代鹰城人的青春

与成长、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记录着许多

鹰城人的嬉笑欢乐、酸甜苦辣，它带给我

们的记忆无可替代。

新的生活，新的开始。鹰城广场依

旧在这里，显得安静祥和，定格着新的城

市记忆。

（本报记者 张永军）

鹰城的“城市客厅”市民的休闲乐园

8 月 11 日，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的

电商产业园内和往常一样忙碌：

直播间内，主播们对着镜头直播带

货；货仓里，包装工人熟练地包装一件件

商品；货仓外，装车工人往一辆辆物流货

车上装货……

大黄村忙碌的不仅是电商产业园，

在小商品市场、图书市场内商户同样忙

个不停。“能有这样的好日子，全靠有个

好书记。”图书经销商李晓辉说。

李晓辉所说的“好书记”是全国人大

代表、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正是

凭借着马豹子的一双魔力之手，大黄村

这个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僻的普通乡

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马豹子是土生土长的大黄村人。和

其他乡村不同的是，大黄村是远近闻名

的“魔术村”。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靠

外出表演魔术为生。1990年，18岁的马

豹子中学毕业，父母希望他能学会魔术

养家糊口。

可事与愿违，学了一年魔术的马豹

子始终不得要领。正当大家认为他会过

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时，马豹子

却做出了让家人震惊的决定：自己组团

当团长。

当时，村里有几十个演出团长年累

月在外奔波，不挣钱的占多数。一个没

出过门的毛头小伙儿想自己带团出去闯

荡，大家觉得是天方夜谭。

马豹子家里除了一座老宅、几亩地

外，只有几头猪和牛。说服父母后，马豹

子把家里的猪和牛卖了，买了一批表演

设备，组建了一个 9人魔术团。

当时，村里的魔术团主要在周边省

市的乡村表演。“只有别人都不去的地方

才能赚钱。”马豹子把演出第一站定在云

南一个偏僻山区。当他们跋山涉水到达

目的地时，马豹子兜里就剩 15元钱了。

“如果第一场演出没人看，所有人都

得饿肚子。”当时马豹子的内心十分忐

忑。没想到一炮打响，当地群众反响强

烈。5 毛钱一张的门票卖出去 1000 多

张，第一场演出共赚了 736 元钱。马豹

子的魔术团在云南多地掀起观看魔术表

演的热潮。

凭借独到的眼光、惊人的毅力，马豹

子带着自己的魔术团走遍全国，魔术团

也逐渐从 9人小团一步步扩展至 223人

的大团，并增加了杂技、相声、小品等表

演项目。

2009年，在村民的期盼和上级的期

望中，马豹子放弃如火如荼的演艺事业，

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马豹子深知，要想拔掉穷根，让群众

的心更好更紧地聚拢在一起，必须抓好

党建这个制胜法宝。经多方筹措资金，

大黄村建成了 1800 多平方米的党群服

务中心，为乡亲们提供“一站式”服务。

硬化道路、建设田间生产路，捐资助

学，扶危济困，建成中心幼儿园、养老服

务中心、文化大戏台、爱心救助超市……

为了村里的发展，马豹子陆续拿出 670

多万元。

面对多元化市场冲击，马豹子独创

了“魔术+”营销模式，靠着“不卖门票卖

商品”的新方式拉长魔术文化产业链条。

结合镇区规划，马豹子和村“两委”

着力打造了大黄小微企业园，吸引包括

魔术演艺、道具研发、灯光音响销售、汽

车销售代理、门窗加工、网络购物、百货

商品批发、物流运输、餐饮服务在内的众

多小微企业及商户入驻。

看到大黄小微企业园因市场空间狭

小受厂家供货限制，马豹子萌生了建设

大市场的念头，于是建筑面积 2.7万平方

米的文化产业园应运而生。

“网购批发生意火爆，除魔术道具、

演出服装外，我们还把棉纺化纤、日用百

货、餐厨刀具、摄影器材等商品也引了进

来。”马豹子说，大黄村图书市场日销售

量 4万余册，每天 30多家正规出版社的

图书从北京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又从

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大黄村已成为全国

最大的农村图书批发市场。如今的大黄

村拥有图书、相框、日用品和床上用品四

大市场，这些市场每年创造经济收入 15

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6000余元增长

到 3 万多元，并带动全国各地 13 万人就

业。

最近几年，马豹子瞅准互联网直播

商机建立电商产业园，吸引 20 余家上

规模的电商供应链企业进驻，成立新零

售网红孵化基地，大力发展电商直播产

业。

通过两年的发展，现在的大黄村有

200 多个直播间，日发货量 3 万至 5 万

单，一家大直播间的日销售额达到 75万

元，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带动周边乡镇

近万人创业和就业。逐渐成熟的电商直

播更是为大黄村的振兴插上了“翅膀”。

大黄村从落后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明 星 村 ，获 得“2019 中 国 美 丽 休 闲 乡

村”“河南省最美乡村”“省级生态村”“省

卫生村”等称号，马豹子先后当选全国人

大代表、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党代表，获

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致富带头人”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16‘感动中

原’十大人物”“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

省最美村官”“河南省优秀农业拔尖人

才”等称号。

致富不忘公益。马豹子个人连续多

年 为 全 国 各 地 的 乡 村 孩 子 送 去 价 值

1230 万元的书籍和学习用品，在云南、

贵州、四川、新疆等 13 个省（区）建立起

以马豹子为名的爱心阅览室 87个，惠及

困难群众及贫困学生 3万多人。

（本报记者 巫鹏）

马豹子：双手“变”出美好生活

鹰城广场鸟瞰鹰城广场鸟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永军张永军 摄摄

鹰城广场初建时，施工人员用吊

车迁移树木。 市园林绿化中心供图

马豹子（左二）在向商户了解经营情况 本报记者 巫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