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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 汝州撤县建市 30年特别报道之工业和信息化篇

扛起新使命 写好新答卷
阴文 /刚鑫雨

对一座城市来说，一个时代的逐梦记忆注定难忘。正

值改革开放40年、撤县建市30年，汝州乘着时代发展东风，

工业经济不断实现“无中生有、点石成金”，企业总产值由

1989年的1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433亿元，共增加了30

倍，实现了全市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提

质的新变化。

回顾40年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前期主

要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探索制度创新、以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企业改革四个阶段。党的十八大特别是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国

资国企改革的精神，我市工业企业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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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至2000年，我市的经济产品结构发

生重大变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扩大国

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加大企业改制力度，促进

了产品结构调整。1989年至1992年，我市有市

属企业27家，市属轻工集体企业11家，这些企

业的经营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管理模式。

数字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市民营企业超

过5100家，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家。

从1992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市开启了企业经济发

展的活力之路。

1994年4月，市现代企业发展总公司兼并

公有制企业现代新型化工厂和市药酒厂，汝州

市铸钢厂与平顶山市国有企业豫西煤矿机械

厂兼并重组，这种敢为人先的做法在全省影响

甚大，打破了所有制界限。企业改制盘活了大

批乡办、村办、队办集体企业，迅速壮大自身规

模，经济发展也随之步入快车道。

改革开放之初，尚庄乡政府（今米庙镇）凑

了几万块钱，买来机器办起了针织厂，可女工

用的缝纫机却无力购买。没办法，就动员乡里

的大姑娘小媳妇，把家里的缝纫机搬来作为设

备入股。这样她们既是员工，也是股东，一个月

下来能挣三四百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现

在看来，这种采用原始的股份合作模式“众筹”

资金和劳动力开办企业的方式就像是“勇敢者

的游戏”，带动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汝州人走

在时代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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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市盈利能力较强的行

业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炼焦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支柱行

业。80年代中后期，我市煤炭业迅速发

展，市属以下各类煤矿最多时达386个，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来，我市

工业强市战略深入实施，工业经济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新时期更要有新辉煌，靠煤炭发展起

来的汝州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淘汰

落后产能，治理散乱污企业，“百里煤

海”、水泥建材、钢铁铸造之乡，从昔日

“半城煤灰半城土”蝶变为“一城青山半城

湖”的新汝州。近年来，我市先后摘得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等桂冠。

按照省大气污染攻坚办的要求，做好 大气、水生态、土地等污染防治工作，我市严 格依照工信部《淘汰落后产能指导目录》及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按

照要求派人进驻企业，做好错峰生产工

作。每月组织人员督促配合各乡镇街道

全面排查，严防已关闭的“新五小、十五

小”死灰复燃。采取日督查、夜巡查方式

强化“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和取缔。由

市政府牵头，召开综合调度会，明确20个

乡镇街道目标和责任，建立工作台账，按

时间节点做好整治取缔。领导分组牵头

深入乡镇、企业，严格要求强力督导“散

乱污”企业取缔。结合实际，明确标准和

方法，严格按照断水断电、清除设备、清

除原料产品、吊销执照“四个到位”要求，

配合相关部门组成五个小组，对全市20

个乡镇（街道）辖区内的“散乱污”企业取

缔工作逐一进行核查验收，消除违法违

规企业。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和自身工业结构

影响，原煤、焦炭、原材料等价格持续下滑，我

市牢牢把握产业转型这个“牛鼻子”，全面加强

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积极

服务企业发展，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工业

结构调整，三次产业比重由11.5:57.8:30.7优化

为8.7:41.9:49.4，走出一条资源型重工业城市

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素有“百里煤海”之称的我市矿产

资源得天独厚，一度以煤炭经

济作为主要产业，数百家民营

企业围绕煤炭做上下游

经营，随着资源枯竭和环

境压力，这些靠煤起家的

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开

始寻找新的出路。

从“煤经纪”到“种花人”，在矿产开采领域

打拼20余年的刘军正也是经济转型发展中的

亲历者。刘军正于2014年10月成立了河南蒋姑

山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开始向农林综合开发产

业转型。

在蟒川镇的西部山坡，被当地人称为“虎

狼爬岭地”，以前毁林开荒的山地、坡地更加荒

芜，成了荒山。怎样让这片荒山恢复生机、变废

为宝？刘军正走访了北京、吉林、郑州等地的林

业专家，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按现代

农林综合开发园区的高标准要求，全方位的规

划设计发展方案，并组建80余人的专业管理和

技术人员团队，规划设计出了占地4万亩，以元

宝枫、各类花树、花卉、中草药等种植为基础，

涵盖农业、林业、产品深加工、观光旅游业的一

二三产“三产融合”、农林工业旅游“三位一体”

的汝州现代农林生态花海田园综合体项

目。

4年耕耘，曾经的万亩荒山

如今已成为花的世界、绿色的

海洋。目前，刘军正的“花田”里

种植了各类景观树木、花卉2.2

万亩，共计130万余株，分为11

大类59个品种，花期涵盖春夏秋冬四季。同

时还大力种植具有经济效益、适合作为木本

油料深加工的元宝枫50余万株，并在元宝枫

林下套种芍药等中药材合计将近4000亩，发

展林下经济，实现中药材与景观协同发展。

2017年8月，硕平花海成为河南省田园综合

体试点，2018年1月，硕平花海和“近邻”汝瓷

小镇作为整体一起入选首批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

今年春节过后，温泉镇青年农民尚冲冲没

有像往年一样去浙江打工，而是骑着摩托车到

离家不远的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上班。

他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幸福：“俺在家乡找到了

工作，这里的工资待遇跟在绍兴差不多。”在着

力推进产业转型中，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

园、森地新能源汽车等105个重大项目建成投

产，为本地务工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越

来越多人在家乡找到了工作。

如今，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已入

驻企业160余家、生产线1300多条，完成了汝

绣产业在汝州的“无中生有”，营造了良好的

生产氛围；汽车装备制造产业园一期20栋厂

房、办公楼、仓库主体及框架结构已全部完

工，部分厂区已具备入驻条件，8家企业签订

了入驻协议；智能终端产业园已有29家企业

签订了入驻协议；新能源产业园编制了总规

及控制性规划，玻璃产业园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产业集聚区成功进入全省“十快”产业集

聚区和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机绣纺织、汽

车装备、智能终端、生物医药、电子商务等一

大批新兴主导产业蓬勃发展、转型升级加快

推进。

多年来，我市同时强化信息化建设，加快

推进制造业和互联网两化融合，企业智能化水

平不断提升。“宽带中原”示范城市创建基础

上，依托智慧广电网络，推进智慧社区、家庭、

乡村建设，争创“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目前，全

市所有行政村通光纤。课堂教学改革以及教育

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教育城域网、校园网市

乡村三级学校和校园无线网实现全覆盖，80%

以上中小学校实现多媒体班班通。坚持以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引领，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

升级改造和智能工厂、智能车间建设，提高智

能制造规模和水平。

时间悄悄流逝走了，但改革精神不灭，一

代代改革者将继续向人们讲述不凡的人生故

事。

（本版图片由市工信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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