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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坤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天伟

本报讯 （记者张蕊） 昨日上午，

市委书记孙立坤会见中国工程院院

士、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 就

院士工作站建设和产学研合作等事

宜进行交流。 副市长乔学达陪同会

见。

孙立坤在会见中说， 非常欢迎

谭天伟院士一行莅临焦作考察。 焦

作市委、 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科技

创新工作， 大力实施科技推动战略，

科技创新投入居全省第三位， 鼓励

支持焦作企业与国内外高校、 科研

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 积极构建创

新平台， 全市现有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

39

家、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4

家 、 院士工作站

13

个 、 进站院士

11

名， 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实现战略合作， 中关村科技成果

产业化基地落户焦作经济技术产业

集聚区， 是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和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市。

孙立坤说， 当前， 焦作正在加

快推进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

建设， 我们迫切需要与北京化工大

学这样的著名高校开展合作， 迫切

需要谭院士这样的顶级权威专家指

导。 谭院士此次莅焦考察的健康元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也是我

市六大产业集群之一生物医药产业

的骨干企业， 该公司正在研发的一

些项目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希

望谭院士多加指导帮助、 推动合作。

也真诚希望谭院士能更多地了解焦

作、 宣传焦作、 推介焦作， 介绍更

多专家学者来焦作考察指导， 促进

更多新技术、 新成果在焦作及时转

化应用， 实现合作共赢。

谭天伟说， 焦作市非常注重科

技， 有很好的生物产业基础， 文化

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 希望焦作市

能够抓住国家制订战略新兴产业规

划的机遇， 我们也将尽力帮助焦作

市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促进焦

作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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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重点项目暨产业集聚区建设观摩点评

我市喜创观摩评比活动开展以来最佳成绩

★焦作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在豫北组观摩点评中排名第一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和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成为河南省“十强”产业集聚区，焦作

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成为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成为省二星级产业集聚区，焦作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武陟

县产业集聚区、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博爱县产业集聚区成为省一星级产业集聚区

本报讯 （记者孙国利） 在百舸争流、激

流勇进的中原经济区建设大潮中，我市产业

集聚区正以独特的魅力，呈现出产业集群快

速扩张、创新驱动明显增强、承载能力显著

提升、产城融合效应凸显的良好态势，成为

科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转型发展的主要增

长极。

据悉，在刚刚揭晓的全省重点项目暨产

业集聚区建设观摩点评活动中，焦作经济技

术产业集聚区在豫北组排名第一，创下历次

观摩评比的最佳成绩；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和

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成为

2013

年度河南省

“十强”产业集聚区，焦作经济技术产业集聚

区成为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入选数量

仅次于郑州，排名全省第二；孟州市产业集

聚区成为

2013

年度河南省二星级产业集聚

区，焦作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武陟县产业

集聚区、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博爱县产业集

聚区成为河南省一星级产业集聚区，入选数

量排名全省第二。

5

年励精图治，

5

年快速发展。 我市把产

业集聚区和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转

型发展的主要抓手，聚焦项目建设、聚集优

质资源、聚合政策支持，突出机制创新、突出

科技引领、突出招商引资，全市产业集聚区

呈现出产业集群快速扩张、创新驱动明显增

强、承载能力显著提升、产城融合效应凸显

的良好态势。

5

年来 ，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89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7497

亿元，实现税收

135

亿元。 目前，全市

9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总规划面积

189

平方公

里，

2013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32.9

亿元 ，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2471.6

亿元， 入驻规模以上企业

448

家，实

现税收

48.5

亿元 ， 分别为

2009

年的

3.9

、

3.4

、

1.8

、

2.8

倍，主要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由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带队的全省

重点项目暨产业集聚区建设观摩点评豫北

组，对我市如是评价：豫北五市

43

个产业集

聚区中，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的

27

个，焦

作就有

8

个，位居第一。 关于强化开放招商、

积极培育产业集群，点评材料说，焦作经济

技术产业集聚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

功引进瑞庆发动机、大江重工、厦工机械等

龙头企业， 开工建设了

42

个总投资

160

亿

元的重大项目，产品涵盖发动机、工程机械、

液压支架、喷浆机、煤矿作业机以及矿山运

输、瓦斯抽采成套装备等。 今年部分项目投

产后， 高端装备产业营业收入有望达到

350

亿元。 焦作市解放区特色商业区以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和山水旅游城市为支撑，加快建设

综合性旅游商业区，

2013

年引进锦江商业广

场等

27

个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

73

亿元。 关

于强化服务配套、提升发展载体，点评材料

认为，焦作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建设科技总

部新城、高新创业服务中心、大中原精品产

业新城等企业孵化平台， 目前已有

80

余家

中小企业入驻。 关于强化创新驱动、增强集

群发展后劲，点评材料说，焦作经济技术产

业集聚区

5

年共拿出

1.5

亿元专项资金鼓励

扶持企业创新，与中关村合作共建焦作中关

村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建成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

3

个，

21

家企业主持参与了国家行业标

准制定。 关于强化产城互动、增强城镇化发

展动力，点评材料认为，焦作经济技术产业

集聚区建成总面积

19.3

万平方米的新型社

区，转移农村人口

8000

余人，其中

4200

人

在集聚区实现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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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集

聚

坚

定

不

移

转

型

发

展

快

马

加

鞭

本

报

评

论

员

凝心聚力抓项目， 转型提升谋

发展。

在为期三天的

2014

年全省重

点项目暨产业集聚区建设观摩点评

活动中，我市在豫北五市排名第一，

创下历次观摩评比的最好成绩。 在

日前召开的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

作会议上， 我市被评为 “十强”“十

快” 和星级产业集聚区的产业集聚

区数量位居全省第二。

如此佳绩， 难能可贵。 何以取

得？产业集聚坚定不移，转型发展快

马加鞭。

2009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围绕 “三规合一”“四集一转”“产城

互动”，强化“一个载体、三大体系”，

按照“凝心聚力、转型攻坚、争创一

流、绿色发展”的总要求，突出机制

创新、 突出科技引领、 突出招商引

资。 如此持续而为，如此接续奋斗，

我市产业集聚区呈现出产业集群快

速扩张、创新驱动明显增强、承载能

力显著提升、 产城融合效应凸显的

良好态势。

经济学家说， 区域经济发展有

一种“增长极理论”，即一个区域内

优先增长的先发部分被称为增长

极。一个增长极在形成过程中，会吸

附诸多生产要素， 使其本身日益壮

大，并使周围的区域成为极化区域。

产业集聚区， 就是区域经济的

增长极。

规模激发效应，集聚产生嬗变。

打开焦作经济版图 ，

9

个省级产业

集聚区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怀川

大地上。

5

年励精图治，

5

年快速发

展。

5

年来，产业集聚区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新生到成熟的成长。 如今，一个个企业集中布局、产

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的产业集聚区，不仅成为开

放招商的“主阵地”，还成为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引擎”；不仅成为

转型发展的“承载区”，更成为城镇居民就业增收的“主产区”。

成绩面前，我们尤须头脑清醒。当下，面对百舸争流的竞争态势，且

不说和先进地区相比，即便与周边兄弟城市相比，我市产业集聚区的发

展战略、理念、质量、速度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在全国找坐

标，在全省谋位置，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打造城市转型“升

级版”，产业集聚区是做大产业、做强企业、做优产品、做活园区的必然

选择。

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是转型示范的长远战略举措，也是当前

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 因此，我们要切实

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变革中实现更好更快发

展。

实事求是地说，我市的产业集聚区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百

尺竿头，如何更进一步？我们要继续把产业集聚区建设摆在重中之重的

位置，进一步完善功能、提升水平，增强吸纳和竞争能力，努力实现更快

速度、更好质量发展，将其打造成焦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坚定不移地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就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产

业集聚区建设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 作为加快发展的巨大引

擎，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窗口，主要精力向产业集聚区倾斜，生产要素

向产业集聚区汇聚。坚定不移地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就要进一步提升

产业层次，强力实施高成长性产业提质加速、传统支柱产业改造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三大工程”，实现传统产业高端化、高端产业

集群化。 坚定不移地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 就要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

力，完善创新体系，继续推行创新券、贷款贴息制度，扶持纳税百强、科

技创新能力百强企业。坚定不移地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就要进一步壮

大产业规模，突出抓龙头、育集群，继续围绕培育

6

个千亿元产业集群，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推进

78

个

10

亿元以上项目建设。坚定不移地

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 就要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 强力推进 “十大建

设”，全面推进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公共

服务平台支撑能力。坚定不移地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就要进一步健全

推进机制，继续实行市五大班子领导分包责任制、“七个一”工作推进机

制，落实“项目不落地、帽子就落地”要求，全面清理行政审批，实行权力

清单制度、并联审批制度。

规模激发效应，集聚产生嬗变。 产业与城市的互动发展，让我市产

业集聚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凸显，带动了功能集合构建、农民向城镇转

移，践行了“三化”协调的发展理念。 而在产城互动的带动下，一座座宜

居、宜业的新城必将呈现在世人眼前，引领着焦作在产业集聚的发展中

跨越发展、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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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趟武汉至焦作旅游专列抵焦

本报讯 （记者高新忠 ）

4

月

12

日

6

时许， 随着一阵长长的火

车汽笛声， 今年首趟武汉至焦作

“云台山”号旅游专列缓缓入站，游

客们开始了为期两天的焦作山水

之旅。

记者在焦作火车站广场看到，

十几名舞者载歌载舞欢迎武汉游

客，游客们一走出站台，就被焦作

人的热情感染， 纷纷拿出相机、摄

像机记录这一兴奋的时刻。

“

4

月

11

日

19

时

50

分，今年

首趟‘云台山号’旅游专列从武汉

发车，游客共有

880

名。 今年我社

计划开行

30

趟武汉旅游专列。”云

台山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冯志坚说。

据介绍，该旅行社专门成立了专列

接待小组，负责专列游客在焦期间

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具体接待

工作，同时安排专列协调车，全程

跟随专列处理突发问题。云台山景

区还开辟了绿色通道、 专用停车

场，尽最大努力为专列游客提供优

质服务。

自

2009

年开始，云台山国际

旅行社大胆策划，从北京、武汉入

手， 全面开通以介绍焦作山水为

主题的北京至焦作、 武汉至焦作

系列旅游专列“云台山号”。 截至

去年

10

月， 北京专列已开行

119

趟 ，武汉专列开行

29

趟 ，共接待

两地游客

13

万余人，带动北京客

源市场、 湖北客源市场团队游客

上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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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获批建设省级森林公园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娜 通讯

员聂小品、 党丽） 记者昨日从孟

州市林业部门获悉， 该市特聘国

家林业局华东调查规划设计院编

制的 《孟州市省级森林公园总体

规划 》， 经专家组实地考察研究

后， 已经正式获得省林业厅的批

复。

据介绍，孟州市省级森林公园

位于国有孟州林场， 计划投资约

1.4

亿元， 占地规模为

5000

亩，项

目分三期工程 ， 计划今年投资

7595

万元建设一期工程。 该森林

公园规划范围内动植物资源十分

丰富，保有野生动物

80

余种、高等

植物近

300

种、植被类型

11

个，是

天然的动植物王国。该森林公园立

足 “林 、水 、沙 、渔 ”的特色资源优

势，根据功能结构规划为康复疗养

区、休闲娱乐区、生态保育区和接

待服务区四个功能区。该市将利用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沙地资源

和水文资源，把项目建设成为环境

一流、特色鲜明、旅游发达、经济繁

荣、 具有影响力的

AAAA

级生态

旅游区。

①2

市新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征迁建设绿化进展情况通报

（第六期）

为确保省运会召开期间的道路畅

通，按照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深

3

月

10

日召开协调会的指示精神， 新体育中心

周边道路征迁建设绿化涉及相关单位，

根据自己承担的任务制订了工作计划，

对照计划时间节点，现将第五周（

4

月

7

日至

4

月

12

日）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山阳区征迁进展情况

（一）文汇路（河南路—龙源路）

节点要求：

3

月

15

日前完成养殖场

房屋征迁工作。

进展情况：养殖场已拆除。

存在问题：恩村一街段一片坟（约

20

座）未迁移完毕；人民路路口东侧恩村二

街一户村民阻工。

（二）龙源路（山阳路—中原路）

节点要求：

3

月

16

日前完成养殖场

房屋征迁，

3

月

30

日前完成坟地征迁。

进展情况：养殖场拆迁完成一半，附

属线杆、树木等未迁移。

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征迁进展情况

（一）龙源路（山阳路—龙源路）

节点要求：

3

月底前完成文汇路以西

全部征迁任务，

4

月底前完成文汇路以东

全部征迁任务。

进展情况： 文汇路以西剩余少量果

树未迁移，文汇路以东附属物（果树、大

棚等）迁移工作未启动。

（二）文汇路（丰收路—龙源路）

节点要求：

3

月底前完成全部征迁任

务。

进展情况：现场部分果树未迁移，坟

地迁移未启动。

（三）丰收路（山阳路—中原路）

节点要求：

5

月底前完成坟地迁移任

务。

存在问题： 丰收路南侧张建屯村崔

家祖坟未迁移；道路南侧

17

户房屋未拆

除；丰收路北侧人行道挡墙施工中，张建

屯村崔长茂父子持续阻工。

（四）中原路（人民路—长济高速）

节点要求：

6

月底前完成全部征迁任

务。

进展情况： 示范区正在做拆迁协调

工作。

存在问题： 丰收路—新河桥段张建

屯村内影响道路施工的

2

处民房未拆

迁； 新河桥南周平陵村北道路东侧慢车

道、人行道无法进场施工；新河桥扩建东

侧和倒虹吸工程无法进场施工； 周平陵

村道路东侧有一趟电力线路（

11

根线杆）

已赔偿未迁移；周平陵村内石磨豆坊、普

仁医院前、 村内路口砼路面及道路两侧

原排水沟不允许施工； 周平陵村道路东

侧临建房屋、彩钢瓦棚未拆除。

三、市住建局道路建设进展情况

（一）丰收路改造工程（山阳路—中

原路）

山阳路—文汇路段慢车道结构层完

成，正在铺油，人行道铺砖正在扫尾，已

完成工程总量的

90%

； 文汇路—中原路

路段北侧雨污水管道完成， 慢车道结构

层完成，南侧正在施工排水管道。

（二）中原路扩建工程 （人民路—长

济高速）

丰收路—新河段雨污水管道完成

900

余米， 整理路床、 铺设砂砾石基础

900

余米，新河桥西侧打桩完成

15

根；新

河桥南—大沙河桥北雨污水管道完成约

1800

米，整理路床、铺设砂砾石基础和二

灰结构层

1000

余米。

（三）龙源路新建工程 （山阳路—中

原路）

山阳区段路床开挖完成

900

米 ，雨

水管道完成

500

米，正在铺设级配碎石。

（四）山阳路改造工程（丰收路—新河）

东侧慢车道完成， 正在铺设人行道

砖；西侧慢车道结构层完成。 预计

4

月底

完工，已完成工程总量的

82%

。

（五）文汇路新建工程（河南路—龙

源路）

丰收路—龙源路段车行道结构层已

完成约

400

米，雨、污水管道完成约

600

米； 河南路—丰收路段雨污水管道基本

完成， 结构层完成两步， 正在做过路支

管、预埋路灯管线等。

四、市园林局道路绿化进展情况

（一）山阳路绿化项目

进展情况：

2014

年

2

月

22

日进场施

工，目前已完成部分花坛砌筑、绿化苗木

栽植等，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0%

。

（二）丰收路绿化项目

进展情况：

2014

年

3

月

23

日进场施

工， 目前已完成垃圾清理

1500

余立方

米，种植土回填

7000

余立方米 ，苗木清

理及苗木栽植

350

余株。

存在问题：地表附着物（房屋等）未

拆除完毕。

（三）文汇路绿化项目

进展情况：施工单位已确定，正在作

进场准备。

存在问题： 绿化用地征用及地表附

着物拆除未启动。

（四）龙源路绿化项目

进展情况：已确定施工单位，正在作

进场准备。

存在问题： 绿化用地征用及地表附

着物拆除未启动。

（五）中原路绿化项目

进展情况：已确定施工单位，正在作

进场准备。

存在问题： 绿化用地征用及地表附

着物拆除未启动。

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昨日，博爱县产业集聚区威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在吊装设备。 该公司年产

3000

套矿山

制造项目总投资

6.5

亿元，去年

6

月开工建设以来，不断加快施工进度，目前厂区道路硬化已完成，办公楼

和面积

1.8

万平方米的厂房已建成，部分设备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明年下半年全部建成并投产，投产

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7

亿元、利税

6000

万元，新增就业岗位

300

个。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荩荩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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