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汜水镇将努力打造荥阳西花园，
推动沿黄旅游带建设，具体措施是营
造美丽环境，发展全域旅游，精心打
造大美汜水，让荥阳的西部门户真正
美起来。

营造美丽环境。汜水镇依托乡
村振兴战略，在人居环境改造试点
的引领下带动改善全镇人居环境，
实现生态宜居村庄美、产业兴旺生
活美、乡风文明人文美、平安稳定和
谐美。汜水镇始终把示范村建设作
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重点，通过抓
重点、出亮点，对汜水村和南屯村进
行高标准建设，带动全镇工作推
进。通过改水、改厕工程在原有基
础上将各村各户的居住环境改善提
升，真正让农村美起来。通过卫生
镇复审工作和“路长制”工程推动，
落实农村环境卫生长效机制，促进
全镇环境卫生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生态与居住环境得到不断优化。通
过“四好农村公路建设”将农村的道
路环境变通畅；通过污染防治，能源

结构调整，让汜水天更蓝；通过污水
处理厂建设和汜河治理工程，让汜
水的水更清澈；通过持续植绿、湿地
保护等让汜水生态更美。

发展全域旅游。依托虎牢关的
影响力开发三国文化，向西边带动饮
马沟和九龙口风景区，向东带动玉门
古渡发展，把汜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挖掘出来，突出“自然风光+黄河文
化+慢生活”，把水、滩、林、文化、产业
等作为一个有机体系进行研究谋划，
真正建设成为沿黄旅游带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突出创新，打造田园综合
体。通过实施高效观光农业、休闲民
宿项目、特色民俗体现，盘活闲置沟
域资源,把汜河沿岸村庄老君堂、东河
南、新沟等村发展成为休闲亲子游场
所，发展市民团体认种田、认管果树、
休闲观光、采摘等项目，为市民提供
休闲娱乐场所，让游客看得见乡野、
听得见乡音、闻得见乡味、摸得到乡
趣、记得住乡愁。
荥阳时报 王焱楠

荥阳市水利局着力解决“水少、
水活、水美”问题，让荥阳的水多起
来、连起来、动起来、活起来，为建设
“生态美、城乡美、产业美、人文美、生
活美、精神美”的和美荥阳提供有力
的水利支撑。

增水源。立足于“留住天上水、引
来境外水、用好再生水”，采取多种措施
引水补源，满足生产、生活、生态用水。
全力服务郑州市牛口峪引黄工程、小浪
底水库引水入郑工程和郑州市西水东
引工程，加大牛口峪引黄工程荥阳支线
协调力度，争取支线早日竣工通水。同
时，谋划实施南水北调退水利用工程、
索河上游补源二期水系连通工程、胜利
渠干渠及北支渠维修加固工程、李村提
灌站向市区引水工程及中水利用工程，
增强水资源配置能力。

扩水面。按照全域水系、循环水
系理念，科学编制全市生态水系规
划，加快推进全域生态水系前期工
作。实施枯河、汜水河二期治理工程
和索滨公园清淤工程，提升河道水域
景观效果。谋划实施丁店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牛口峪引黄工程支线出水
口至楚楼库区疏通工程、楚楼水库向
丁店水库引水工程和丁店水库、楚楼
水库清淤扩容项目，进一步提高水库

蓄水能力。
净水质。加强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完成索河城市蓝线划定工作，同时，
河道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的前期准备
工作正在进行。持续推进河湖“清四
乱”行动，开展“三污一净”综合治理。

防水害。强化水旱灾害防御薄
弱环节建设，完善水旱灾害防御预
案。大力推行“智慧防汛”，及时传递
汛情信息，不断强化监测预警和防汛
调度，持续提升防汛抗旱减灾综合保
障水平，增强防汛抗旱减灾能力，确
保全市安全度汛。

重节水。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扎实推进节水型社会
建设，持续推进公共供水管网覆盖
范围内地下水压采工作，推进农业
和工业节水行动，开展县域节水型
社会达标建设，力争 2019年通过省
市验收。

保饮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完善农田水利
设施管护，有序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全力保障粮
食安全。
荥阳时报
王焱楠

荥阳市水利局 打造碧水荥阳 荥阳市农委实施乡村振兴

荥阳市科工局为使荥阳产业美
起来，提出以下发展思路。

聚力主导产业，打造生产制造业
体系。紧紧围绕以轨道交通为主的
装备制造业和以超硬材料为主的新
材料产业做文章。谋划建设千亿级
轨道交通产业基地，分两步走发展战
略：2022年轨道交通产业产值达到
300亿元，力争实现 500亿元；2030年
达到1000亿元；打造全制式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和全产业链生产集群，重点
做好郑州中车铁路专用线建设、建立
配套企业名录制度、拓展建设轨道交
通产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等工作。
新材料产业以华晶金刚石、白鸽磨料
等为龙头，把荥阳建成亚洲知名的超
硬材料生产基地，以四维特材、材料
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为重点，加快碳纤
维、石墨烯批量生产，打造沥青基石
墨纤维、超导材料生产基地。同时做
优做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

推进“三大创新”。坚持创新引
领，加快推进制造业组织创新、技术
创新、品牌及管理创新，着力构建先
进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
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
计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院士工
作站、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组织建
设。鼓励企业和各类研发机构加大
制造业研发投入，力争年度制造业研
发投入增长10%以上。谋划建设中原
智谷配套产业园，确保中原智谷新增

在孵企业50家、毕业企业10家。
加快“三大改造”。坚持以

智能制造
为 主 攻 方
向，大力推进
智能化改造、绿
色化改造和企业技
术改造。积极发展智能
制造，争创智能工厂（数字车
间），建设“工业大脑”，以数字化转型
提升产业层级。大力推进绿色化改
造，着力创建一批绿色工厂、绿色产
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企业；开
展工业企业深度治理专项行动，实施
“一企一策”提标改造，对改造达标
企业，豁免秋冬季错峰生产，在重污
染天气中降级管控或不纳入管控。
推动企业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
造，实施 65个重点工业技改项目，全
年力争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
重达到30%以上。

深化“三大融合”。推动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开展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活动，全年两化融合贯标
及启动贯标企业达到10家以上，累计
对标企业数量达到 150家；大力发展
工业互联网，实施“企业上云”计划，
上云企业达到100家以上。推动制造
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服务
型制造，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
探索共享制造在易产生污染的行业
及产业集聚中的应用。推动军民融
合发展，强化国防科技关键技术“卡
脖子”攻关，支持一批重点企业建设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张星

荥阳科工局
让荥阳产业美起来

汜水镇 发展全域旅游

9月 2日，荥阳市农委召开全体
机关干部会议，集中学习市委全会精
神，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总结
和谋划。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打造“产业
美”。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严守基
本农田红线，按照“田成方、林成
网、路相连、渠相通”标准，打造高
标准农田。按照郑州市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西部定位，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充分挖掘农业发展潜力，积极发
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休
闲农业、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民宿经
济、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实
现产、学、研、文、旅一体化融合发展，
向规模要效益，向技术要效益，向融
合要效益。精准划定粮食生产功能
区 22.09万亩，实施郑州环城都市生
态农业建设项目，新发展蔬菜、花卉、

苗木、林果等特色种植 1.5万
亩。投资 1.5亿元、覆盖

1.3万亩的 18家郑州
市第三批都市生
态农业示范园
建设项目全
面启动。农
业产业化
集群效应
逐 步 彰
显, 国家
级 、省
级、郑州
市级龙头
企业总数
达到 51家,

郑州市级以
上农业产业化

集群达到 3个,省
级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 1个，全市龙头企业年销售总额达
到70亿元。

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打造
“生活美”。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围绕
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做文章，通过
“三级四层”的农产品监管机制，使荥
阳农产品质量水平不断提升。累计
认证“三品一标”产品 102个，以现场
考核得分全省第一的成绩顺利通过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有能力
为市民的菜篮子保驾护航，使荥阳农
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打造
“人文美”。在乡村振兴规划编制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方案编制过
程中，充分挖掘荥阳乡村独特的地理
风貌、独特的历史文化、独特的风土人
情，保护特色文化老屋，建设特色文化
广场，绘制特色文化墙面，充实农村文
化生活，营造浓厚乡村文化氛围，保护
好、传承好特色文化，讲好乡村特色历
史文化故事，发挥历史文化优势，串联
丰富历史文化“碎片”，把传统村落、自
然风貌、民族风情、文化保护和生态宜
居诸多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留住文
化、留住记忆、留住乡愁、留住美丽。

实施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打造
“乡村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作经验，全面开展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分类指导、因村制宜，组织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突出农村垃圾治理和
污水处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
升。抓重点，打亮点，树样点，着力打
造好17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为“四美乡村”“五美庭院”建设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按照“一年打基础，
两年上台阶，三年出形象”的建设规
划，大力推进汜水、索坡、刘沟、枣树
沟4个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商金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