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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汝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南

左凡全屋定制家具有限公司车间内，大型梁

吊架起重物来回穿梭，工人正在新建的生产

线上繁忙作业。

这是一家今年 3 月建成的新企业，像这
样的新建企业，只是我市坚持项目为王，夯实

产业基础的一个缩影。

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有大项目、大产业

做支撑、舞龙头，从而带来产业快速集聚。于

是，在大项目、大产业的引领下，我市项目建

设大大提速，企业改革创新不断强化。

过去五年，我市立足资源型城市的实际，

积极推进产业转型，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三

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先进制造业加快壮大，机绣纺织产业无

中生有，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85 家，产业集聚区和商务中心区综
合实力均跃居全省 2 0 强，形成了以装备制
造、机绣纺织、生物医药等为主的现代工业发

展布局。

现代服务业实现突破，大易科技货运量

位居全国第七，温泉小镇、汝瓷小镇建设初具

规模，数字经济、旅游经济异军突起，服务业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 50%，以全域旅游、特
色小镇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布局日趋完

善。

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连续 5 年
稳定在 4 5 万吨以上，牧原集团、新希望六和
等年出栏百万头生猪养殖项目落户汝州，形

成以田园综合体为主的现代农业发展布局。

开放招商成效明显，先后引进新昌控股

等 30 余家大型企业集团，五洲国际商贸城等
1 50 多个亿元以上项目建成投产，200 余家外
地企业在汝州市注册分公司，2 .4 万名汝州在
外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创业，县域发展活力不

断增强，连续三年入选全国县域营商环境百

强县。

来到陵头镇王湾窑洞民俗村，仿佛走进了

一处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平坦整洁的村道两

旁树影婆娑，特色鲜明的豫西民居点缀乡间，

游人悠闲漫步，享受自然舒适的乡村生活。

村民王登科一边带着游客参观，一边介绍

王湾这个小村落的嬗变史。“村里的环境越来

越好，家家户户的房子也修建越来越漂亮，老

一辈人根本不敢想。”王登科笑着说。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五年来，我市始终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千方百计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

聚焦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施

策，硬起手腕，啃下“硬骨头”。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4 .4 5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63 个贫困
村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

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绘就城乡面貌新篇

章。城乡规划体系更趋完善，林桐高速汝州段顺

利通车，按照景区标准规划建设了城市新区，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推动老城区“旧貌换新颜”，第三

水厂、天然气入户工程、集中供热工程顺利完成，

产业集聚区、石庄、城东三个污水处理厂建成投

用。市场化保洁机制全面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1 25 座公厕、55 个停车场建成投用，32
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绿色公交、免费公交、慢行

系统便捷惠民，“八缺”问题基本解决，成功创建

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民生福祉提升。“十大

民生工程”持续实施，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养

老等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科技教育园区建成投

用，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填补了汝州市高等教育的

空白，“大班额”“入学难”“看病贵”现象有效缓

解，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全国绿化模范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省级森林城市，海绵城市荣获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

汝州为何能斩获这么多重量级名片？一个

“绿”字便是答案。

五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打造自然之

美。不与山争地，不与水争流，过去的煤城正逐

步变成一座山水宜居绿城，也亮出了山清水秀

的“金字招牌”。

攻坚会战保卫蓝天白云。狠抓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积极稳妥推进清洁取暖，持

续开展“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深入推进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强化各类扬尘污染整治，全面推进

工业企业治污减排，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铁腕减污守护碧水清波。大力实施清河行

动、加大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力度、完成黑臭水

体治理、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集中

整治畜禽养殖场，汝州市地表水质常年保持Ⅲ

类以上水质标准，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保持 1 00%。
多点发力守卫净土良田。深化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加强固体废

物、危险废物监管，危险废物处置率达到

1 00%，土壤污染防治体系逐步建立。
生态水系建设深入推进。幸福渠整治、洗

耳河一期治理、沙滩公园建成完工，北汝河、洗

耳河、广成河深度治理成效显著，实现互联互

通，在中心城区形成了 30 公里的“活水绕城”
景观带。

绿满汝州工程深入实施，林木覆盖率从

27 .02 %提高到 36.7 1 %。按照“适地适树、亲近自
然”的原则实施全域国土绿化工程，加大荒山

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以及煤矿塌陷区生

态修复力度。五年累计完成营造林 30 余万亩，
1 37 5 公里生态廊道贯通城乡，形成了“近郊荒
山满目翠绿”的美景。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长城，让我市山水颜值

更高、气质更佳，绿色也成为汝州发展的最美

底色。

“咱们汝州的变化是真大，能玩的地方多

了，朋友们来了还能组织一次亮点纷呈的短途

旅行。”近日，在汝州市九峰山景区游玩的刘先

生感慨地说。

五年来，我市以发展全域旅游为引领，依

托自然资源，传承文化资源，文旅发展可圈可

点。目前，全市共有旅游资源单体 1 896 个，A
级景区 1 1 家，星级酒店 5 家、旅行社 26 家；省
级生态旅游示范镇 3 家、省级特色旅游示范村
7 家、省级观光示范园区 4 家、省级创客示范
园 1 家；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20 家、乡村旅游扶
贫示范户 8 家。

建成总面积约 254 公顷的滨水休闲带、城
市中央公园、汝河沙滩公园和 63 座街心游园，
在休闲聚集区提供中央公园水幕电影、文化体

育中心音乐喷泉、青瓷博物馆露天娱乐广场专

供市民休闲娱乐，充分满足群众出行游玩需

求。

文旅资源的壮大，得益于基础设施的不断

投入。我市先后实施 207 国道改道工程、九峰
山旅游专线建设和蟒川、寄料等旅游民宿点连

通工程，新建改扩建城乡道路、扶贫道路和旅

游专线 650 公里，建设城乡旅游景区线路、精
品线路 5 条，拉大了城市框架，构筑了城乡半
小时交通圈。在城区开通 6 条免费公交线路，
基本覆盖主城区；开通九峰山和风穴寺、怪坡

两条旅游公交线路；完善公共汽车、出租车、公

共自行车互补的旅游公交体系，推进城乡公交

服务网络向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延伸；建成

现代化旅游公厕 1 00 余座，便捷通畅的旅游基
础大环境已初步形成。

位于大峪镇山区的云堡妙境民宿集群，在

保留原有古寨的基础结构上，又增加了许多时

尚元素，融古朴与现代于一体。民宿里的酒吧、

茶室，庭院里的露天咖啡座，在绿色植物、特色

住屋营造的空间中，这份独属于汝州的诗和远

方相得益彰。

“十一”假期，郑州的王先生一家三口在此

住了一晚，很是留恋：“白天赏景登山、尝正宗汝

州美食，晚上放松身心、住特色山乡民宿，真是

不虚此行！明年放假我们还要来。”

奋战五年，煤海瓷都的变化有目共睹，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汝州将继续坚守蓝图绘胜景，

逐梦在希望的田野上，奋力谱写“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五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前

行的刻度，翻开汝州近五年发展

印记这一页，我们看到———

一条光明的坦途，串起 6 3 个

贫困村全面小康的幸福路；

一块全国文明城市的牌匾，

阐释着汝州这座城市的内涵；

一座全国绿化模范市，开启

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高度；

……

过去五年，我市抢抓重大发

展机遇，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地

区生产总值从 3 7 0 亿元跃升至将

近 5 0 0 亿元，走出了一条跨越式
发展之路。

迎来高光时刻

诠释初心担当
彰显发展活力

释放绿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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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村镇软籽石榴喜获丰收 宋乐义 摄 云禅湖公园 张军平 摄

城市中央公园 张军平 摄

科教园区 张军平 摄 汝绣产业园 黄耀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