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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蛛网飞，地上污水流，楼栋脏又破，居民

都搬走。”谈起过去住在西苑小区的感受，67 岁的

退休职工王锁打趣道。平顶山市湛河区西苑小区

于 1998 年建成，有 8000 多居民。“要不是老旧小区

改造，我早搬走了！”王锁对记者说。

2019 年，湛河区启动西苑小区改造工程。“老

旧小区改造是民生工程。改老旧是手段，得民心

是目的，我们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听取群众意

见。”湛河区区长陈斌说，区政府派员指导西苑小

区所在的九里山街道办事处成立专班，走村入户

了解居民意见，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居民监督，

优先便利民生，随后美化提升”的改造原则。

“居民提出意见 200 多条，绝大多数被采纳

了。”改造专班成员、九里山街道党工委委员王文

杰介绍，西苑小区改造共拆除违建 80 多处，为设

计、施工、供水、供暖等问题召开协调会 80 多次。

改造后，西苑小区路面铺了沥青，楼顶加了防水，

外立面和楼道都进行了粉刷，还增加了休闲健身

设施。居民居住、休憩都有了好环境，幸福感大大

提升。

“现在，以社区党支部为中心，社区、物业、居

民齐抓共管的社会治理格局已经形成。”王文杰介

绍 ，目 前 ，包 含 服 务 、党 建 、娱 乐 等 多 种 功 能 的

1000 多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

西苑小区改造是河南省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

缩影。据统计，10 年来，河南以省市统筹、区县

（市）负责的方式，累计投入 300 多亿元，改造老旧

小区 1.3 万多个，惠及群众 170 多万户。

老旧小区 改造温暖民心
本报记者 毕京津

窄门村，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地方，这

几年却成了旅游小热点。它是焦作市中站区龙

翔街道赵庄村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山谷底部，两

山 相 夹 、山 崖 耸 立 ，形 成 一 个 窄 口 ，故 名“ 窄 门

村”。这里虽然植被茂盛、景色如画，但过去因

大山阻隔、交通不便，村民们只能守着美景过穷

日子。

随着“红色+绿色”旅游发展，山上建成了革

命英烈“太行八英”的纪念馆、山下打造了窄门峡

谷景区，窄门村成了人们传承红色精神、观赏自然

之美的景点，村民也吃上了旅游饭。“在深山沟也

能靠旅游致富，这在以前做梦都不敢想。”村民李

万平说。

家住郑州市中原区的高先生，了解到郑州市

将经过 3 年努力，新增上百家博物馆，并出台有关

扶持政策，高先生开了一座民办博物馆，实现了自

己退休后的梦想。“保护文物、传承文化、弘扬文

明，作为国有博物馆的有益补充，民办博物馆也能

让群众便捷就近体验博物馆的魅力。”高先生说。

“雨过天青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李廷怀，一直怀着“让新汝瓷走向世

界”的梦想。随着 260 多项技术成果、64 项外观设

计专利的实用化，汝瓷的非遗文化价值充分释放，

产值达到 6 亿元。

涓涓细流汇成大河奔涌。河南把文旅文创融

合战略作为强省战略，文旅事业持续发展、产业持

续壮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文

化自信更加坚定。去年，河南游客接待量达 7.9 亿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079 亿元。

文化自信，成就多彩梦想。“十四五”时期，河

南围绕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世界文化旅游胜

地两大战略定位，预计文旅融合综合收入将跨过

1 万亿元门槛，文旅文创将成为全省战略性支柱

产业。

文化自信 成就多彩梦想
本报记者 任胜利

在 郑 州 东 南 部 ，10 年 前 的 小 镇 如 今 高 楼 林

立、车水马龙，立体交通搭建起城市骨架，机场—

高铁双枢纽集聚人流物流，形成城市血脉。智能

终端手机产业园、临空生物医药园、恒丰科创园等

汇聚全球英才，全球智能手机制造产业在这里集

聚，芯片级单晶硅、超聚变服务器、高端液晶面板

在这里产出，比亚迪、郑州合晶、华锐光电等龙头

领军企业选择在这里深耕，这就是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

2013 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经国务

院批复设立，规划面积 415 平方公里。“作为临空

经济区、河南对外开放龙头，港区坚持以‘空中丝

绸之路’建设为引领，紧紧围绕国家批复的战略定

位，坚持以更高水平开放带动更高质量发展，瞄准

‘中高端、关键环’产业，奋力打造交通大枢纽、开

放大门户、航空大都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负责人说。

如今，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成，从

最初的“两点一线”到“集疏全球”，成为河南融入

全球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郑州

国际机场货运规模跻身全球前 40 强，国际地区货

邮吞吐量连续 5 年位居全国第五位，出入境货运

航班突破 1 万架次；“1+1+7”完备口岸体系全部

开通，“2+8”活跃产业集群不断壮大，构建起引领

全省对外开放、带动全省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战

略平台。

港 区 生 产 总 值 从 2012 年 的 206 亿 元 增 至

2021 年的 1173 亿元，年均增长 15.3%；外贸进出口

额从 1759 亿元增至 5246 亿元，在全国各类开发区

中排名第四，年均增长 12.9%，全省占比 64%。

内陆小镇 变成开放门户
本报记者 朱佩娴

兰考县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2014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调研

时，语重心长地说，服务中心现在很普遍，但到底

实际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便民了？服务中心不

是万能的，各地效果也不一样。作为一种积极探

索，硬件好固然好，但关键是服务要到位，根本要

像焦裕禄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

如今，走进兰考县行政服务中心，“为群众办

好事，让群众好办事”的标语清晰可见，提醒着每一

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中心进驻单位由 2014 年

的 38家增至 52家，涵盖全县所有职能部门；审批服

务事项由 2014 年的 302 项增至 2358 项，实现应进

必进、“群众最多跑一次”；窗口从原来的各职能部

门分设窗口，升级为 36 个综合窗口统一受理，实现

了“群众在一个窗口能办完所有事”。“现在，来县里

办事真是越来越便捷。”兰考村民孔女士说。

群众不仅在县里办事便捷，在村里甚至还能

上门办。以行政服务中心为龙头、16 个乡镇（街

道）党政综合服务中心为主体、463 个村党群服务

中心为补充的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在兰考已经形

成。“替群众跑腿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村干部和服

务中心的协管员集体出动、分头行动，社保、劳务

等事项还可上门办。”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党支部

书记代玉建介绍。

今年是河南“能力作风建设年”，明确要求各

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把为人民谋

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群众干

在一起。2021 年，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民意

调查显示，5 年来，群众对河南全面从严治党的满

意率达 96.4%。

为民服务 把事办好办实
本报记者 朱佩娴 王 者

夏日炎炎，辉县市常村镇百间寺村村民程金

风在果园中穿梭忙碌，她经营的 200 亩果树迎来

了丰收。“这里曾经到处都是开采过的废弃矿山，

环境脏乱。现在我种上了果树，一年有 10 万块钱

的收入嘞！”受益于村子生态环境改善，程金风走

上了致富路。

百间寺村位于太行山东麓，矿产资源丰富。

过去，因为矿山无序开采，村居环境一度遭受破

坏。10 年前，村子周围都是裸露的矿山，风一吹

过，满是扬尘，空气污染严重。一到下雨，山上的

碎石被冲刷下来，道路泥泞难行。加之产业单一，

百间寺村过去一直是贫困村。

面对乱采滥挖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常村镇

政府痛定思痛，启动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整合老矿

坑资源，将石料厂统一规划管理、集中整治。依托

挂网喷洒技术，陡峭裸露的山体渐次吐露新绿，由

挡土墙组建的台阶被打造成山体公园，种满翠绿

松柏，还修建了健身步道。截至目前，常村镇共挂

网喷洒山体 45 万平方米，覆土绿化面积 2100 亩，

并将修复好的平整土地流转给村民。

昔日荒山岭，今天金银坡，绿水青山让村民吃

上了“生态饭”。百间寺村大力发展草莓种植，去

年，每户分红 5500 多元。废弃的矿山建起综合游

乐园，为村民提供了约 1000 个就业岗位。 2020
年，常村镇获评“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在河南，通过生态修复走上振兴之路的

村子还有很多。近年来，河南积极推动

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花大力气进行矿山环境治

理，“十三五”以来，新增土地整治

面积 80.70 平方公里、矿山地质

环境综合整治数量 287 处。

生态修复 振兴乡村产业
本报记者 王 者

说起河南这十年的变化，身

边事，足以“滴水映阳光”，折射

巨变。

看农业。“要扛稳粮食安全

这个重任。”习近平总书记高瞻

远瞩，提出河南要发挥好粮食生

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

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

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

新担当新作为。

去年，河南遭遇特大暴雨

灾害，秋作物大面积绝收，小麦

晚 播 晚 种 。“ 农 民 的 心 一 直 吊

着。”开封市尉氏县的种粮大户

梁子萍说，今年开春气象有利，

“科技壮苗”给力，等收割机下

地，她流转的 2000 亩农田平均

亩 产 1200 多 斤 ，纯 利 润 可 达

150 多万元，“自打种地，没见

过这么好的年份！”

这些年，河南累计建成约

7600 万亩高标准农田，实施现

代种业提升工程，推广科技种

田手段。数据显示，2022 年河

南夏粮总产量 3813.1 万吨，播

种面积 5683.8 千公顷。

看出行。 6 月 20 日，河南

率先在全国建成“米”字形高铁

网。从郑州到重庆，最快 4 个

多小时。交通带物流、物流强

枢纽、枢纽引产业、产业塑都市的大格局正在形成。

“四通八达”的交通区位优势，打开内陆地区扩大

开放通道。在郑州机场，飞机起降，一派繁忙。建设郑

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郑州作为重要节点被越

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依托中欧班列、跨境电商，河南打

造连接世界的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全面融入

“一带一路”。

看创新。今年 6 月，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学子同

一天迎来新校长，均为中科院院士。这是创新驱动战

略、科教兴国战略在河南的又一进展。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

力。如今，“创新河南”佳音频传：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

心建成投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建设，国

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国字号”创新平台获批建设，

嵩山实验室、神农种业实验室、黄河实验室挂牌运营。

农机装备、航空轴承、智能传感器等研发和产业化处于

全国上游，盾构机、新能源客车、超硬材料等产业技术

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前列。

点滴小事，书写河南踔厉奋发的足迹。黄河生态

廊道扬起“绿色飘带”，努力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2020 年底，全省 718.6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PM2.5、PM10 年均浓度近 5
年累计下降均超过 30%，蓝天白云越来越多……

河南正出彩，未来更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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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新乡市封丘县小麦喜获丰收。

霍亚平摄

图②：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小学的

学生在图书角阅读。

霍亚平摄

图③：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的盾构机。

霍亚平摄

图④：河南“米”字形高铁布局完成，一

列列动车组整装待发。 崔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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