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建設與資源環保「雙豐收」
發展是第一要務成為自覺行動，經濟建設實現新跨越。

楊書記為我們展示了下面一組令人激動的數字：伊春全市
生產總值由2000年的67.3億元提高到130億元，增長94%；
全市財政總收入突破6億元，年均增長11.8%；非國有經濟
佔全市經濟總量的比重由57.1％提高到73%。優勢特色產
業佔GDP的比重已達32.7％，木材精深加工業更加鞏固，
傢具、人造板、木製工藝品等市場份額進一步擴大；旅遊
收入由3800萬元增至9.4億元，增長14.8倍，發展速度連續
五年居全省前列；生態畜牧、綠色食品、北藥業迅速壯
大，綠色能源、冶金建材、礦產開發業競相發展，成為拉
動全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近幾年來，伊春全面實施「生態立市」戰略，資源環境
保護取得顯著成效，這是讓楊喜軍最為驕傲和欣慰的。

「再困難也不向林子伸手、再困難也決不以拚資源換取暫
時利益、再困難也決不以犧牲生態為代價換取短期的經濟
增長」的三個決不原則得到堅決貫徹，停止採伐紅松天然
林的決策和「嚴管林」各項措施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擁
護。先後獲得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綠化先進城市、中
國最佳避暑勝地、國家級園林城市、中國最佳生態旅遊城
市、中國旅遊競爭力百強城市、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等榮
譽稱號，特別是獲得了聯合國「城市森林生態保護和可持
續發展範例」獎，「綠色伊春」品牌聲名遠播。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有林區林權制度改革試點喜獲批
准、穩妥推進，這是伊春體制機制改革獲重大突破。首批
納入試點的8萬公頃林地全部進行了承包，試點工作邁出
了決定性一步。

軟硬件建設「雙管齊下」
中心城區集聚帶動功能增強，城鄉面貌發生顯著變化。

「四區連片」的中心城區建設步伐加快。建成了木雕園、
健身廣場、資源館、興安橋、新區廣場等一批精品園林工
程及休閒場所，城市綠化、美化、亮化程度不斷提高；完
成漏雨樓房「平改坡」屋面32萬平方米，受益人口15萬
人。農村和林場所環境面貌有了很大改觀。全市「一縱三
橫一環」公路主骨架網和「兩個半小時公路圈」初步形

成，交通條件發生歷史性變化。
各項社會事業得到較快發展，人民群眾生活不斷改善。

科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明顯提高，取得一批國家、省級
科技成果和專利技術。「數字林業」技術得到應用，伊春
信息港、伊農網等現代傳媒有效發揮作用。衛生事業穩步
發展，疾病預防控制救治能力不斷增強，新型農村合作醫
療試點擴大。精心設計的中央電視台心連心藝術團演出、
重大節事文化活動舉辦和播出，以及大森林之聲系列文化
活動，不僅活躍了群眾文化生活，而且產生了積極的社會
影響。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社會保險覆蓋面由養老擴
大到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等領域，城市低保達到
13.6萬人。

六項工作促建新林區
楊喜軍書記介紹了今後一段時期伊春建設社會主義新林

區的主要工作：以實施「生態立市」戰略和「綠色生命工
程」為核心，建設生態良好的新林區；以加快經濟結構戰
略性調整為主攻方向，建設產業發達的新林區；以改革創
新和對外開放為動力，建設體制先進的新林區；以提高林
區群眾收入水平和解決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為重點，建
設生活富裕的新林區；以完善中心城功能和加快小城鎮改
造為帶動，建設環境優美的新林區；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質
和民主法制水平為保障，建設社會文明的新林區。

齊齊哈爾市位於黑龍江省西部，是黑龍江省第二大城
市，也是黑龍江省西部地區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
育、商貿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樞紐。是國家重要的工業基
地、商品糧基地和畜牧業基地。按照市委書記楊信提出的

「全黨抓企業、全民搞招商、全力推改革、全面建小康」
的總體發展思路，齊齊哈爾確立了 「生態市園林城、綠色
食品之都、裝備工業基地、生態旅遊勝地、歷史文化名
城」的新的發展定位。

裝備製造業歷史悠久
齊齊哈爾市是一個開發潛力巨大的老工業基地。全市現

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54戶，總資產361億元，已形成機
械、冶金、化工、電力、輕工、紡織、建材、醫藥、造
紙、食品等門類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這裡有被周恩來總
理譽為「國寶」、「共和國長子」的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
械廠和「掌上明珠」北滿特鋼，有亞洲地區最大的鐵路貨
車生產基地齊齊哈爾車輛廠(現齊車集團)和位居中國機床
行業「十八羅漢」前列的齊重數控和齊二機床股份有限公

司。齊重數控製造的五軸聯動重型臥式加工技術世界領
先，齊二機床製造的數控重型落地銑鏜床佔有國內90％以
上的市場份額。

綠色食品帶動經濟發展
齊齊哈爾市委書記楊信提出「四個換位」，即主輔換

位、產業換位、勞動力佈局換位、所有制換位，促進了現
代農業發展，推進了新農村建設。

齊齊哈爾是著名的「中國綠色食品之都」。這裡由於地
處世界三大黑土帶之一的松嫩平原中西部，農業資源富
集，土質肥沃，土壤有機質含量高，具有發展綠色產業得
天獨厚的優勢。如今，齊齊哈爾綠色食品種植面積達到
664萬畝，無公害種植面積達到1395萬畝，綠色食品基地95
個。齊齊哈爾已成功承辦了7屆中國(齊齊哈爾)綠色食品博
覽會，引領並促進了全國綠色食品產業的發展。

一直以來，齊齊哈爾市市委、市政府實施大開放、大招
商戰略，牢固樹立「投資者是上帝，引資者是功臣」的理
念， 力營造優良的經濟發展環境。三年累計落實招商引

資項目4666項，其中億元以
上項目64項。

城市建設突飛猛進
現在，齊齊哈爾城市道路

寬敞通暢，城市面貌發生了
顯著變化。三年完成城鄉建
設總投資89.4億元，拓寬改
造了城區101條主次幹道，
水、電、氣、訊等基礎設施
進一步完善。國際會展中
心、和平廣場等一批重點工
程相繼竣工，高等師專、職
業學院、市一中新校址和市
第一醫院綜合樓投入使用。
2004年，在中央電視台舉辦
的首屆魅力城市評比中，齊
齊哈爾市以開闊舒朗、靈秀
大氣的城市風格榮獲「中國
魅力城市」稱號。2005年又

獲得省級園林城市殊榮。小城鎮建設取得新進展，農村累
計新建翻建住宅面積219萬平方米。環境質量明顯提高，
生態示範區、自然保護區建設得到加強，工業污染基本達
到控制標準。

人民生活有保障
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現8000元，比2003年

增長38.5%；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達到353億元，比2003
年增長25.6%。各類社會保險參保率穩步提高，覆蓋面進
一步擴大。三年安置下崗職工再就業32.8萬人次，發放低
保金2.8億元。城市「一幫一」和農村扶貧開發工作取得實
效，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在為人民做實事的同時，齊齊哈爾還嚴抓黨政建設。進
一步端正用人導向，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楊信書
記提出的「民主推薦、群眾測評、公開競爭、差額考察、
充分醞釀、票決產生」的幹部選用機制，公開選拔領導。
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建立健全教育、制
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靠制度管人、管
權、管事、管錢，增強了領導幹部廉潔自律意識，查處了
一批違法違紀案件，糾正了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

生態旅遊成新興產業
齊齊哈爾是「中國優秀旅遊城市」，旅遊資源豐富，景

觀獨具特色。有融山水、園林、動植物、文化古跡為一體
的東三省最大的綜合性園林——龍沙公園；有四面環水，

風景秀麗的明月島風景區等。這些風景區與昂昂溪古文化
遺址，蒲峪路、塔子城遺址和大乘寺、清真寺等歷史文化
景觀交相輝映，昭示 齊齊哈爾的旅遊文化意蘊。

齊齊哈爾旅遊資源開發在圍繞生態旅遊做文章。齊齊哈
爾著名的扎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被譽為「世界大濕地、
中國鶴家鄉」，扎龍濕地遊等特色生態旅遊成為新興產
業。「情繫黑土地」旅遊線路，被中央電視台評為中國十
大完美旅遊線路，是繼「魅力城市」、「優秀旅遊城市」
之後，齊齊哈爾又擁有的一張亮麗的城市名片。

如今，隨 改革開放與和諧社會建設的進展，齊齊哈爾
正以嶄新的風貌展示其勃勃生機，正以更加堅實的步伐，
走向又好又快發展的輝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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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市位於黑龍江省東北部，小興安嶺縱貫全境，是一座以森林資源開發為主的林業

城市、國家重點林區，享有「紅松故鄉」、「祖國林都」、「恐龍故鄉」、「綠色伊春」之

美譽。伊春市行政區劃面積3.3萬平方公里，總人口132萬，林業施業區面積400萬公

頃。實行政企合一的管理體制，即實行伊春市政府與伊春林業管理局合一。

豐富的森林資源、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祖國林都的立市之本、興市之基、富民之源，是

伊春的寶貴財富和特有優勢。保護發展好這個優勢，伊春就大有希望，失去這個優勢，

一切都無從談起。伊春市委書記楊喜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林業資源型城市經濟轉

型和國有林區林權制度改革「兩大試點」得到國務院批准，為林區改革發展提供了重大

轉機。 本報駐黑龍江記者 吳秀民、金毅、王欣欣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林區

傾力構建產業多樣化

■齊齊哈爾市長林秀山（中）與外商親切交談

■齊重數控公司的國內最大數字化生態重型加工車間

■中共齊齊哈爾市委書記楊信

■扎龍濕地令人嚮往

■鐵力日月峽滑雪場
譚景濤 攝

■伊春市委書記楊喜軍 譚景濤 攝

■伊春光明傢具生產線 李景才 攝

■綠色食品 譚景濤 攝

齊齊哈爾，一個擁有 800年歷史的文化古都，一個承載共和國工業輝煌史的老

工業基地，一個處處體現 生機和活力的魅力城市，曾經的輝煌和如今的崛起都在

向世人證明 這個城市的偉大與神奇和這裡人民的樂觀與自強。

本報駐黑龍江記者 吳秀民、白文波

（特刊）

龍興鄉轄18個行政村，總人口3.9萬人。 2007
年財政收入、項目建設，新農村建設、基礎設
施建設、優化經濟發展和綜合目標管理等工作
均走在全區前列。

龍興鄉地處伏牛山脈，資源豐富，地下礦藏
有花崗岩、大理石、氟石、石灰石等10餘種，
境內6座小型水庫和578座塘堰壩星羅棋布，周

邊景色優美，風景宜人。東有
綠翠如魚，風光旖旎的麒麟湖
風景區、龍湖風景區、中有歷

史文化名人、東漢大司馬吳漢故里和千年古剎
圓明禪寺、漢娘娘廟等人文景區，西有集生態
農業旅遊觀光採摘、民俗文化為一體的天鵝生
態園等。彰顯了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魅力。

龍興鄉正在成為南陽市農遊產業化發展的樣
板鄉鎮和南陽市城區獨具魅力的後花園。

書記 王萬春 鄉長 燕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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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明珠 投資興業熱土
臥龍區位於南陽市中心城區西部，因境內著名勝地

臥龍崗而得名，是南陽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臥龍區交通便利，焦枝鐵路與寧西鐵路，滬陝高

速、二廣高速在這裡交匯；312國道、豫02線、豫03
線、國家南水北調工程貫穿全境。臥龍區自然、人文
資源豐富，獨山玉、花崗岩、石灰石等20餘種礦藏儲
存量大，馳名中外；烙畫、玉雕、月季等名優產品眾
多，久負盛名；姜子牙故里、百里奚故里、張衡故
里、吳漢故里、武侯祠、漢畫館等名勝古跡引人入
勝；白河濕地公園、龍王溝風景區、天鵝灣風景區、

獨山森林公園風景秀麗，成為南陽的城市「後花
園」。臥龍區蘊藏商機無限，以專業市場群為龍頭的
商貿流通業領跑經濟發展，成為豫西南最大的商品集
散地。臥龍區工業發展潛力巨大，於2006年成立的南
陽龍升工業園區規劃控制面積82平方公里，龍升工業
園區成立以來，已完成基礎設施投資1億元，引進各
類項目39個，引資總額53.4億元，成為區域經濟發展
新的支撐點。開放發展是臥龍人的一致共識，純樸好
客的臥龍人真摯歡迎有識之士前來投資興業，共繪臥
龍更加美好、燦爛的明天！

石橋鎮距南陽市北 20 公里，是科聖張衡的故鄉，2000 年被國家林業
局、中國花卉協會命名為「中國月季之鄉」，是全國最大的月季生產基
地。目前全鎮月季種植面積5000 多畝，品種 800餘種，建成花卉企業30
多個，種植戶800 多戶，年產值達4000萬元，產品暢銷全國各地，並出
口到日本、德國、美國、荷蘭等國家。在中國首屆月季博覽會上獲得四
個金獎，七個銀獎，在近百家參展單位中名列第一，被省名牌戰略推進
委員會命名為「河南省名牌產品」，其中「月季樹」成功的進入2008年
奧運花卉，為石橋月季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吹響了號角。

石橋鎮黨委、政府新一屆領導班子在石橋月季原有發展基礎上，致力
於做大做強月季產業，讓石橋月季之花在神州大地怒放。

書記 冉建國 鎮長 田華宇

位於南陽城區一隅的武侯街道鍾靈毓秀、物阜民豐。
武侯街道經濟發達，交通便利。街道緊鄰火車站、汽車站；焦柳鐵路

和寧西鐵路在境內交匯；太澳、宛坪、南襄、嶺南四大高速公路在轄區
內通過。國道312、省道23像紐帶連繫 外界世界，編織成武侯街道現
代交通網絡。

武侯街道環境優美，地理位置優越。轄區82家大型企業和服務市場，
構造了城市骨架；武侯街道文化底蘊深厚，歷史積澱眾多。轄區南部有
蜀漢丞相諸葛亮躬耕地——臥龍崗，北部是秦相百里奚出生地。漢畫像
石館像一顆鑲嵌在域內的明珠，展示 武侯這片土地上古老的文明。

書記 王傑 主任 潘同輝

中國月季之鄉——南陽市石橋鎮

鍾靈毓秀地 奮發有為時

蒲山石雕享譽海內外

梅溪街道 一顆璀璨明珠

三產經濟促騰飛 民營企業舞龍頭

小手筆譜寫大篇章

車站街道辦事處以汽車站、火車站為中心，轄設7個社區居委會，21
個居民小組。

境內三產活躍。以南陽移動通訊公司、網絡通訊公司、鐵通公司、國
際飯店為龍頭，以專業市場、旅館、餐飲服務、交通運輸為主的第三產
業異常發達，工業品批發市場、太陽能市場、汽車站小商品市場、三里
橋綜合市場、電腦科技市場、新西鞋城、港達商貿城等已成規模，轄區
經濟發展後勁十足。

車站新一屆班子，堅持科學發展觀，以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優化環
境為中心，以完善社區服務功能、構建和諧社區、文明社區為重點，圍
繞項目建設、市場建設、財源建設三條主線，做大做強第三產業，力促
區域經濟社會事業的全面快速發展。 書記 劉洪岑 主任 張曉東

臥龍崗街道位於城區西南，因「人中之龍」三國
武侯諸葛亮隱居於此而得名，春秋時期大秦名相百
里奚曾隱居於此。一崗擔兩相，祥瑞紫雲生。

轄區環境優雅，宜商宜居，位置優越，交通便
利，高校林立，科教發達。南陽市大學園區已初見
規模，依托高校科研資源，這裡洛桑生物中英聯合
實驗室、河南漢文化研究中心、中國馮友蘭研究
所、南陽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南陽市環境藝術研
究所；高新企業有宛西製藥研發銷售中心、上野忠
高科技開發中心、西施蘭藥業研發中心等。

轄區旅遊火熱，潛力十足。武侯祠、漢畫館和白
河濕地公園，在轄區內形成了「旅遊金三角」。南陽
玉雕大世界、漢畫街古玩書畫市場為主體的旅遊商
品經濟已成規模，玉雕、烙畫、出師表為主要經營
內容的「南陽三寶」已叫響全國。

書記 魏德林

青華古飾是南陽民間藝術形式之一，是從古代流傳下來
的用以拜祭火神的一種具有雜技特點的祭祀活動演變而
來，由陝西傳入青華已有三百多年歷史了。

青華古飾是把一個個兒童扮成古代人物，採取一頂造
型，把歷史故事淋漓盡致地再現出來。如表演《水滸傳》
中的時遷偷雞一節，八至十人抬起一個木排，木排上放置
一個方桌，方桌上一個身 古裝扮演店主的小孩，一個手
托大公雞，而雞冠上站 一個扮演時遷的小孩，離地面有
15米高。表演時，跟隨 的鑼鼓隊、大頭、高蹺，增添了
緊張熱烈的氣氛；驚險奇妙，獨具匠心，令人歎為觀止。
青華古飾取材廣泛，諸如《紅樓夢》、《三國演義》、《西
遊記》等古典名著都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近年來，青華古飾這一古老的民間藝術日臻完善、成
熟，已由過去的人抬發展到車拉，內部機關設置更趨合
理，外部造型更加奇妙、驚險，或靜或動，瀟灑自如。

書記 余永海 鎮長 陳永平

謝莊嗩吶，唯有東坡嗩吶最出名，東坡位於
謝莊鄉孫莊村東坡組，據老藝人王明章回憶，
他們唯一傳家的是嗩吶，據今已有500年歷
史。

據目前統計，謝莊嗩吶現已達20餘班，遍及
全鄉。他們的嗩吶走一處、響一處，南陽市掛
東坡嗩吶班的牌子隨處可見，方圓近百里來請
演出者不斷，大型演出、春燈節活動、企業宣
傳、生意開張⋯⋯到處都活動 他們的身影。
如今，他們的技藝不僅傳授給了子女，隨 姑
娘的出嫁，也把技藝帶到了婆家。

謝莊嗩吶班目前不斷上升，老輩藝人年事已
高，年青人更是青出於藍勝於藍，他們的後代
可謂門裡出身，最小學藝只有6歲，形成了嗩
吶聲聲傳後代，一代更比一代強。

書記 張建勳 鄉長 李偉興

蒲山石雕開始於漢代，至今工藝從手工發展到自動化，產品以牛糟、
豬糟、擂臼發展到人像、石亭及廣場欄杆等。田營村位於蒲山鎮區北
部，是石雕專業村，在該村帶動下，全鎮的周灣、宋營、蒲山店等社區
均發展石雕工業，從業人員400餘人。蒲山的石雕原料以蒲山大理石、
花崗岩為主，隨 市場的需求，為了增加產品品種，2004年開始從緬
甸、泰國進口石材。

2006年，蒲山鎮開闢南北兩處石雕工業園區，組織加工戶按前店後廠
的要求入園區經營。主要產品有石條、石板、石桌、石凳、石獅和各類
石雕圖案等，如人物、鳥獸、壁畫，以及各類墓穴和石牌坊，集民族、
古典與現代工藝於一身，產品行銷國內，出口東南亞。 鎮長 王學顯

梅溪街道辦事處，因梅溪河流經轄區而得名。面積2.4平方公里，人口
8萬餘人，是南陽市的商業中心。

新的街道班子成立之初，把樹立服務意識作為梅溪人的起點，以「為
轄區企事業單位創造寬鬆的經濟發展環境服務，為轄區居民造福的人居
環境服務」的理念， 力打造轄區內良好的人文、生態、政務環境。

在新一屆街道領導班子的帶領下，梅溪這顆璀璨的明珠必將閃耀出更
加燦爛、亮麗的光芒！ 書記 劉小麗 主任 華德奇

陸營鎮位於南陽市西南21公里處，是一個典型的平原農業大鎮。近幾
年，該鎮立足實際，因地制宜，帶領群眾發展特色經濟，經過努力，該
鎮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陸營經濟駛入了快車道。

柳編。以該鎮桂營柳編基地為重點，已經發展了柳樹4000畝，年可產
優質柳條2000萬公斤，6個專業村，2500戶，7000多人長年從事柳編生
產，柳編工藝品遠銷廣東、上海、寧波等省市。

苗木繁育。以屯村苗木繁育基地為重點，現發展苗木2000畝，種植優
良苗木品種60多種，苗木銷售已覆蓋16個省、市、區，產品遠銷至湖
南、湖北、江蘇、江西、山東等地，每年定向供苗300萬株以上，創收
1000多萬元。花生米加工。採取政府引導、大戶帶動、服務促動、市場
推動等措施，做活做強花生米市場。現該鎮長期從事花生米運輸，銷售
的經紀人已達120人。加工專業戶34家，年加工花生米3560噸，產值達
1544萬元，產品遠銷山東、湖北、廣東、石家莊等省市。

陸營鎮歡迎四方有識之士前來投資辦企業，共同譜寫大發展的美麗篇
章。 書記 華顯文 鎮長 楊林青

光武街道，位於南陽市
中心城區西北部的城鄉結
合部。新一屆街道領導班
子成立後，確立了「一年
打基礎，兩年邁開步，三
年大發展」的工作思路，
牢牢把握科學發展，和諧
建設兩大主題，團結帶領
街道和社區廣大幹部群
眾，努力開創工作新局
面。到2006年底，街道完
成生產總值2.2億元，全年
共引進項目11個，總投資
2.04億元。促進了街道經
濟的快速發展和各項社會
事業的全面進步。

新一屆領導班子決心在
新的一年裡，銳意進取，
開拓創新，埋頭苦幹，務
實為民，誠邀四海之內有
識之士共商光武發展大
計，以更加優異成績向人
民群眾交上一份滿意答
卷。
書記 顧章青 主任 竇曉蓓

王村鄉位於南陽市西郊，是南陽
市新規劃的龍升工業園區和物流配
送區所在地，素有「東崗西河北靠
山、中間夾塊小平川」之美稱，王
村鄉組織帶領全鄉人民樹立和落實
科學發展觀，堅持以項目建設統攬
工作全局，搶抓機遇，務實重幹，
有力推動了經濟和社會持續快速發
展。截止目前，全鄉共引進鼎鑫鋼
廠、南陽恆泰建材廠、多普新型建
材、玉雕博物館、國家糧食儲備庫
等一大批項目現已開工建設投產。
僅2006年龍升工業園區引進項目16
個，總投資額4.2億元。

小城鎮建設步伐加快。投資760
萬元開發建設的市場第一街已投入
使用，現已投資1420萬元的第二期
工程正在上馬，建成後，建築面積
達24000平方米，可容納商戶300餘
戶。此外城郊型特色農業初具規
模，新農村建設紮實推進，交通網
絡更趨完善，文教衛生事業蓬勃發
展。一個西郊亮點，新王村正在這
裡悄然崛起！

書記 張建龍 鄉長 楊建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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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莊鎮位於南陽市城區
西南30公里，轄27個行政
村，人口近7萬人。

近幾年來，該鎮堅持圍
繞經濟，抓黨建，抓好黨
建促經濟，有力推動了全
鎮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2007年上半年，先後引進
新建項目13個，總投資
2578萬元，鄉鎮企業個數
達到860家，產值達40500
萬元，至目前，該鎮全部
實現了村村通，教育佈局
調整順利，農村合作醫療
紮實推進，新農村試點建
設取得大的進展，計劃生
育工作走上正軌，社會大
局穩定，發展環境不斷優
化，財政收入穩定。交通
建設、工業生產、小城鎮
建設等工作位居全區前
列。

英莊鎮這種堅實的發展
步伐必將越走越遠！
書記 王天清 鎮長 王宏波

近年來，七里園鄉立足近郊和資
源、環境優勢，確立了依托城市，服
務城市，實現農遊一體化，城鄉一體
化的發展思路，經過努力，七里園鄉
已初步形成了農遊一體化的大框架和
雛形。

2007年，七里園鄉力爭在農遊一體
化，城鄉一體化方面，帶頭打造全
區，全市兩個一體化的精品。在東
部，發展了上萬畝的速生楊和優質雜
果，投資修建了獨山祖師宮神道和豫
山禪寺大殿，在白河西岸興達錦繡園
項目正順利施工，在獨山東坡新引進
的投資8000萬元的南陽春暉園玉文化
傳播有限公司正規劃實施，投資1.2億
元的玉街寺寶玉綜合市場已經啟動，
同時加快獨山祖師宮、豫山禪寺的改
造步伐和大口井等旅遊景點的開發，
讓這些景點與獨山森林公園相映成
趣。在西部，靳崗水庫、五星農家、
金歲月生態園、草莓採摘園、350畝
的桃杏李園建設已取得顯著成效。

一個集觀光、旅遊、開展、娛樂的
城鄉一體化鄉鎮正向我們走來。

書記 張建設 鄉長 張明團

靳崗街道位於南陽市西北隅。轄區內有300多
年歷史的靳崗天主教堂,  還有市區最大的水庫
—蘭營水庫，交通網絡四通八達。具有城區、
環庫、臨路的三大優勢。

近年來，他們積極實施「環境立辦、引資興
辦、項目強辦」戰略，重點發展工業經濟和旅

遊業，鄉域經濟已基本形
成「經濟支柱工業化、農
業經濟特色化、發展主體

民營化、經濟發展外向化、旅遊開發高起點化」
的格局，呈現出持續協調快速發展的良好態
勢。至目前，全辦建設項目共51個，項目總投
資20.58億元，其中今年新上項目18個，總投資
6.6億元。

書記 馮居軒 主任 王國輝

改善軟硬環境 誠迎天下商賈

天時地利人和 開放發展創業

七一街道位於南陽市中心城區，人口6萬餘人。轄區內
商貿興旺、以房地產開發、餐飲、零售業為主的第三產業
蓬勃發展，「七一電腦產品一條街」初具規模、金瑪特生
活廣場、銀都建國大酒店等近百家中高檔服務企業遍佈轄
區，形成了集購物、餐飲休閒娛樂一體化的生活服務網
絡，南陽日報社、南陽電視台等一大批文化教育單位，坐
落其中形成極其厚重的文化氛圍。20餘條主幹道，公交線
路經過，交通十分便利，另有市醫院、中醫院等大型醫療
機構及社區服務站近20個，為居民就醫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服務體系，實為南陽市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

新一屆街道領導班子立足實際，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
中心，以社區建設為重心，以黨的建設為核心，打造服務
型街道」的工作思路，強力推進各項工作，努力構建和諧
社區。 主任 陳世海

七一街道 一個騰飛的巨龍 發展朝陽產業
促進農民增收

邀四海賓朋 謀臥龍騰飛 嗩吶之鄉—謝莊蘊傳統之秀 顯技藝之奇

潦河鎮位於南陽市近郊，白
河、潦河、沐垢河三河貫穿全
鎮南北，有 得天獨厚的飼養
資源。潦河鎮立足本地資源優
勢，積極引導農民發展奶牛養
殖，並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一
定規模，目前該鎮較大規模的
奶牛養殖專業村5個，奶牛存欄
2200多頭，年產鮮奶13680噸以
上，奶牛存欄和鮮奶產量居全
區鄉鎮第一位，奶產業已成為
強鎮富民的主導產業。

鎮長 劉子傑

河南省南陽市臥龍區專版
策劃：劉勤　魏喜信
組稿：劉傑　周金明　李士權
攝影：劉傑　李士權　熊運彬

臥龍區安皋鎮種植小白瓜已
有20餘年的歷史，近年來經過
品種改良和高產優質栽培技術
攻關，種植的白沙蜜系列通過
省無公害農產品認證，通過協
會帶農戶的發展模式，目前已
種植小白瓜1.2萬畝，成為全
國最大的無公害小白瓜基地。
該鎮瓜農在地頭向外地客商出
售小白瓜。

書記 孫震 鎮長 方傳軍
攝影：熊運彬

■南陽王府飯店是國家三星級飯店，位於市中心新華路中段。因
座落於明代唐王府舊址，毗鄰明代古建築王府山而得名。
(總經理:張瑩) 電話：0377—63329369  傳真：0377—63329198
網址：http://wwwny.wfhotel.com.cn

■三星級花園式酒店——南陽國際飯店 飯店建築融和在
花園式庭院中，是旅遊、觀光、經商、辦公的理想下榻
之處 (總經理:  郭長生)
電話：0377——63321666     傳真：0377——63131041
網址：http://www.guoji-hotel.com.cn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