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5日上午，第一届中国尼
龙产业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在郑
州举行，定于 6月 19日至 20日大
会在平顶山市举办。

“大会以平顶山市作为发起地
和永久会址，今后每两年举办一
届，这是我市的大事、喜事，也意
味着蓬勃发展的平顶山又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6 月 17 日，新华
区委书记张伟民说，作为我市主
城区，新华区要借势而为，以我市
举行高规格大会为契机，抢抓机
遇，向与会企业和嘉宾推介新华
区，诚邀各方宾朋来新华区“打
卡”、到新华区投资兴业，共同为
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
湃动能。

新华区是平顶山市中心城区
之一，总面积 62.7 平方公里，辖 1
个镇、9个街道、1个街道筹备组，
有 31个行政村、35个社区。近年

来，新华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
要求，紧紧围绕“六个新华”（实力
新华、活力新华、魅力新华、绿色新
华、智慧新华、幸福新华）“三区建
设”（建设转型发展示范区、建设现
代服务业发展主导区、建设全域新
型城市化先行区），大力倡树“以干
为先、干必出彩”，一体推进城市经
济、城市品质、城市治理，被授予全
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全国创新社会
治理优秀城市、中国曲艺之乡、河
南省文明城区等多项国家级、省级
称号。

成绩属于过去，脚印还在延
伸。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当
下，新华区立足由“新城+老城”“城
区+农村”“建成区+塌陷地”构成
的实际，脚踏实地出实招、埋头苦
干求实效，努力以实现“三个融
合”、加快“三个转型”谋“新”篇、展

“华”彩。

实现新老城区融合。去年年

初，市委、市政府提出谋划建设白龟

湖科创新城重大战略，给新华区带

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市计

划在新老城区连接带谋划建设教育

园区，同步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彻底

解决新老城区连接带功能、交通、生

态、人气等存在的断层问题。

实现产城融合。按照市委、市

政府安排部署，新华区在城区周边

区域规划实施了西高皇片区、焦店

片区、华耀城等项目，面积约 7.5 平

方公里，植入健康养老、数字经济、

科技孵化、商贸配送等产业，有效

缝合城市缝隙，打造城市高质量发

展产业带。同时，以新华区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和产业新城为载体，重

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

创造出恒一锂电项目 4 个月投产达

效的“新华速度”，带动负极材料、

工业物联网、无人机等 20 余个上下

游配套企业接踵而至，实现了锂电

产业链从“0”到“1”的突破。目前，

园区在产企业 15 家，年产值 15 亿

元，吸纳就业 1500 人，锂电产业集

群效应初步显现，已成为我市建设

新型能源城的重要支撑。

实现城乡融合。深入贯彻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和北部山

区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改善

城乡面貌、增加群众收入、提升城

市 品 位 ，推 动 平 顶 山 市 城 镇 化 进

程。特别是立足辖区农村现有的

区位、文化、资源优势，致力于把农

村打造成环境优美、配套完善、产

业兴旺的“城市后花园”，以现代服

务业融合化理念发展农业，着力培

育休闲观光、庭院经济、民宿经济、

生态康养、田园旅居等业态，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让市民在繁忙工作之余，走出

家门就能够拥有具有鲜明农村特

色的休闲、娱乐场地，增强新华区

农业的竞争力。

实现“三个融合”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加快“三个转型”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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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华区可利用土地资源

十分有限这一实际，该区围绕建设

“转型发展示范区”目标，做实产业

转型、做大城市经济，全力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

推动商务楼宇向特色化、集约

化转型。新华区有佳田国际大酒

店、佳田新时代、佳田新天地、蓝鲸

大厦等大型商务楼宇 36座，可利用

空间 136 万平方米，楼宇体量优势

突出。随着 5G、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

创新突破，数字经济对楼宇经济的

渗透和变革日益深远，繁荣商务楼

宇、做强楼宇经济，就要做强数字

经济和平台经济。

立足中心城区区位优势，新华

区活用商务楼宇和现代服务业开

发区等资源禀赋，按照“一楼一特

色”发展格局，从传统商贸服务业

向科技信息服务业“换道”，加快构

建以数字经济、楼宇经济、总部经

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提

档升级现代服务业，先后引进猪八

戒网、领航信息科技等 158 家优质

企业，加速传统商业向楼宇总部经

济转型，培育出了一批金融服务、

科技研发、数字产业等专业楼宇，

重点打造平顶山中业人力资源示

范平台、宏福智慧馆数字产业孵化

等平台经济，培育引进猪八戒网、

领航信息科技、恩泽科技等 260 余

家数字型企业，建成平顶山海洋

馆、树雕艺术博物馆等一批优质文

旅项目。目前，新华区已与网易集

团成功签约，网易在河南省唯一的

一家联合创新中心落地新华，年税

收将突破 3000万元。

推动传统工业向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当下，新

华区把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

作为主导产业，把先进制造业作为

产业转型的主攻方向，着力构建电

池新能源产业链，抢滩布局电子半

导体产业。其中，新华区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的锂电产业链已经有了

很好的发展势头，下一步就是要进

一步延链补链强链，实现产业集群

效应，打造 500 亿级锂电池产业集

群。此外，该区还不断健全完善工

作机制，服务保障并承接中国平煤

神马、平高电气的产业转型项目，

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高科

技工业。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型。新华区统筹推进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为引领，坚持规划先

行、分类施治，打造了一批具有鲜

明特色的示范村庄。郏山阳村被

评为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龙门

口、刘沟、胡庄被评为省级乡村建

设示范村；去年，刘沟村、高庄村被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单位，新华区被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授予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先进单位。目

前，全区涉农镇（街道）实现农村生

活垃圾区场化保洁全覆盖，农村黑

臭水体基本消除，环境面貌改善明

显，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农村面

貌得到质的改善。

“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们要着

力擘画新华区农村发展新蓝图。”

张伟民说，新华区的农村属于城郊

农村，具有社区性，要立足区情、

拓宽思路，把农村区域打造成全市

“城市后花园”，“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

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重

要部署，我们提出的打造‘城市后

花园’的发展愿景与国家这一战

略部署是高度契合的，对我们来

说既是一个鲜明的政策导向，又是

一 次 难 得 的 产 业 发 展 机 遇 。”目

前，新华区以“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为抓手，强化引导辖区农民发

展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农业，

加快种植结构调整，旨在把辖区

30 多个村建成平顶山市“城市后

花园”，努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变美。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今

后，新华区将坚持“项目为王”理念

不动摇，紧盯项目开工率、投产率、

达效率三大关键，进一步强化项目

建设；始终把做大做强城市经济作

为主要任务，聚焦新能源、新材料、

电子信息主导产业，持续抓好产业

培育；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

系，鼓励发展夜经济、首店经济、共

享商圈、特色美食等消费业态，不断

促进消费带动；坚持把白龟湖科创

新城作为全区“一号工程”来抓，全

力配合市里建设重大项目，打造全

市科技创新主引擎，努力打造创新

平台。

“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是

关键。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新华区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三个融合、三个转型’这篇文章，

撬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激发新动能、打造新引擎；栽好梧

桐树、诚迎凤来栖，努力让来新华

区投资兴业者省心、舒心、安心、放

心。”张伟民说。

（本报记者 毛玺玺 通讯员 肖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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