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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南有这样一颗“璀璨明珠”，
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世界 500
强企业 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3
家，工业企业 306 家，各类企业达到
550家；并集全国首家食品安全标准
化示范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河南省对外开放先进开发区、
河南省十强产业集聚区、河南省知识
产权优势区域等诸多荣誉于一身，
2010 年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就是漯河开发
区。

绿色建区

国家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
中国食品名城———漯河市区东南部，
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区内京广、漯阜
铁路，京珠、南洛高速公路纵横交错，
六条国道、省道向周边辐射，连南贯
北、承东启西。此外，区内人口密集，
地势开阔，宜于工商业项目大规模聚
集，能够满足各类优质项目的发展需
求。

优越的条件，使得开发区各项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一直保持 25%以上，
并以平均每年进驻 60—70家工业企
业的速度高速发展。

2010 年开发区规模以上企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550亿元、增加值 80
亿元、税收收入 19.2亿元，分别增长
32.1%、25.5豫和 26.3%。主要经济指
标的绝对量和增速在河南省开发区
保持领先位置。

园区基础设施累计投入 20多亿
元，形成了“八纵九横”的路网框架，
绿化覆盖率达 36.7%。110千伏变电
站 3座、220千伏变电站 1座，年供热
能力 322万吨的 2伊330MW热电联产
项目已建成投运，日处理 13万吨的
污水处理厂可将区内全部污水净化
处理。现有规划区域实现了道路、供
水、排水、电力、天然气、蒸汽、通讯
“七通一平”。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和标
准厂房设施完备，可以满足多个行
业、各种规模生产企业的要求。

据郑州大学环境评价所对开发
区整体环境影响评价，新建企业环评
率达到 100豫，区内所有企业均达到
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服务兴区

始终坚持以投资者为中心，致力
打造最优的发展环境，秉持“服务是
本，客户是根，创新是魂”的发展之
道，从“企业至上，项目第一”的发展
要求，到“个性化服务、无障碍通行”
的工作规范；从思想上全心全意、作
风上微观具体、方法上千方百计的开
发区精神，到电子政务、工作 AB角制
度的推行；从投资服务的全过程代
理，到维护发展环境的快速反应机
制，投资客商在开发区可享受到家一
样的感觉。

引入 ISO9000 认证体系、导入和

推行 CI战略，规范管理，提升形象，为
投资客商打造一流的投资兴业之地。
2006—2008 年连续两届被评为河南
省“外商眼中的最佳投资园区”。

截至目前，区内入驻了双汇、银
鸽、可口可乐、中粮、旺旺、华垦、协鑫
等知名企业 50余家，先后吸引了美、
日、意、韩等多个国家和我国台湾、香
港地区外资企业入驻。以协鑫光伏、海
奥通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天源环保材
料、三鑫稀土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60多家，形成了以食品产业为主
导，高新技术产业、商贸物流业布局集
中、相互支撑、互动发展的产业格局。

据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刘国勤介
绍，“十二五”期间，漯河开发区将围绕
建设超千亿产业园区的目标，以跨越
式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
线，坚持“感恩是最大的智慧，助人是
最大的快乐、实干是最大的能力，奉献
是最大的收获”的理念；加快“全区工
商注册企业翻一番，超过 1000家；工
业企业翻一番，达到 600家以上；亿元
企业翻一番，达到 50家以上”三个翻
番；突出“辖区生产总值增长一倍，达
到 280亿元；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两倍，超过 1500亿元；工业增加值增
长两倍，达到 240亿元；税收收入增长
两倍，达到 50亿元”四个倍增。

走进开发区，感受最多的是“活
力、效益”。谈到未来，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赵改焕说：要做大做强食品、高
新技术、现代服务三大产业，致力于
把开发区建设成为功能现代、产业高
端、总部集聚的开放先导区和国家级
示范园区。

闫亚磊

资讯

罗友啸

11月 2日上午，河南永城市祥丰面粉有限责任公司和汇
丰面粉有限责任公司向省优化办赠送锦旗，感谢省优化办真
心为企业服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河南省监察厅厅长、省预
防腐败局局长、省优化办主任王流章接受赠旗并与企业负责
人座谈。

今年 8月，河南省优化办在服务企业走访调研期间，了解
到永城市祥丰面粉有限公司和汇丰面粉有限公司反映省某国
有单位存在乱收费等问题。针对企业投诉情况，省优化办高度
重视，组织及时进行了查处。按照有关规定对涉案单位领导班
子成员进行了集体诫勉谈话，责成该单位违规收取的 85.7万
元全部予以退还，并对有关当事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

王流章在座谈中指出，为企业搞好服务，帮助企业协调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是省优化办的基本职责。在今后工作中，
将一如既往地为企业搞好服务，通过坚持不懈地工作，为企业
营造更加优良的经营发展环境。

很多人在思考金星、总结金星。
环球知名商业杂志《福布斯》这

样评价金星的发展模式：即便没有雄
厚的资本背景，凭借灵活高效的商业
运作个性也能拥有全国版图，而且始
终保持盈利。金星高速奋进的品牌成
长史，印证了现代商业社会中一个优
秀品牌从“草根”到“平民英雄”的难
能可贵。

国内某知名品牌实验室的一项
权威调查表明，金星啤酒在品牌价
值、优质品牌、产品与服务、消费者体
验等四项指标中，持续在行业中领
先，显示出这一中国啤酒新生力量的
深厚实力。

消费者利益至上。金星奉行的是
一套严密的质量保障体系：实施产品
质量“零缺陷”管理。建立 8道关口、25
道防线和 50多个质量控制点，实行
集团、分厂、班组“三级管理，全线把
关”的质量检测体系，保证了质量管
理体系始终与国际同步。

金星的质量控制并不是仅仅停
留在传统的保障产品合格的层面上，
而是进一步延伸，向上追溯到对原料
的生产环节严格监控，建立原料基
地，对大麦、大米、酒花等各种原料都
有一系列的供应标准，这些标准包括
食品安全标准、供方的管理资质要求
等；向下延伸到了物流环节，通过物
流环节的严格质量控制来保证啤酒
的新鲜与品质。

金星拥有着国内一流的研发机
构，他们与中国食品发酵研究院深度
合作，研发、培育高品质菌种，保证啤
酒高品质。在金星啤酒的质量控制体
系中，已经做到了一切依靠数据说
话，金星的科研人员能够把啤酒这种
生化的过程进行数据化，一个个鲜活
的酵母转化为一个个确凿的数据，通
过数据的比对控制，来确保质量以及
口味一致，保证到每一瓶产品都能为
消费者带来高质量的口感享受。

梳理金星近 30年发展史，每一个
10年的节点都闪耀出金星昂扬向上
的成长光芒：自建厂初期到 1993年，
金星在第一个 10年里，实现啤酒业
“河南第一”；1995年到 2004年，金星
第二个 10 年基本完成全国布局，实

现由区域品牌向全国性品牌的华美
转身；2005年至今，金星第三个 10年
刚刚过半，对话世界巨头、开创中国
啤酒新时代的锋芒已露，豪气尽显。

今天，金星放眼世界，世界聚焦
金星。

在喜力啤酒荷兰总部，在丹麦嘉
士伯啤酒酿造总部，顶尖品酒师们
对金星啤酒赞不绝口；美国 AB 公司
总裁安海斯·布希屡次访问金星啤
酒总部，高度评价金星啤酒先进的
生产管理模式和产品质量保障体
系。来自非洲和拉美国家的 50 余位
外交官和商务参赞考察金星总部，
刚果（金）、海地等五个国家向金星
发出邀请，希望中国的金星之光照
耀非洲大地。

10月 18日，全国第二个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光彩服务
日”在河南郑州启动。河南省副省长史济春在讲话中指出，国务
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为河南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发
展舞台。河南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春艳表示：这次启动仪
式在河南郑州举行，表明了中国个协对河南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充分肯定，标志着河南省个体私营经济
的光彩服务事业又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王少华 徐志成）

郑州启动个体私营企业“光彩服务日”

9月 16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郑州举行
了高端产业园全面投产启动仪式。郑煤机高端产业园 2009年
3月奠基，目前已建成高端液压支架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刮板
运输机生产基地、电液控制系统研发与生产基地等多个项目。
郑煤机董事长焦承尧在启动仪式上宣布：“从今天开始，郑煤机
将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煤矿装备研制基地，使河南、使中国成
为全球最佳煤矿综采装备的生产地之一。”（王少华 杨鹏飞）

郑煤机建世界一流装备研制基地

在郑州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一期土建工程中，中铁七局集
团承建线路长 7.8公里，造价约 8.6亿元。去年底进场以来，中
铁七局对重难点环节实行领导分工包保，投入有效资源加大
前期工作力度，合理配置劳力和机械设备，采用排除法倒排工
期并严格抓好落实，一举成为全线率先完成临建施工、率先开
钻施工、第一家围挡、第一家开始围护结构施工、第一家将要
提供盾构机进场场地的施工单位。 （钟克生 邹昌成）

中铁七局集团领跑郑州地铁二号线

9月 9日—15日，中原沙滩音乐节在河南省漯河市沙澧
河风景区金沙滩浴场激情上演，期间共有唐朝、花儿等 14 支
国内外知名乐队登台献艺。此外，还举行了世界休闲小姐（中
国）总决赛，全国车友会沙滩露营、涂鸦艺术家现场表演、极限
运动秀、人体彩绘秀、篝火音乐会、水上摩托花样表演等许多
精彩的节目以及多种休闲旅游商务活动。 （杨鹏飞）

河南漯河成功举办中原沙滩音乐节

九月的汝州，曲韵传情，宾朋际会。8 日上午，第二届中
国曲剧艺术节经贸洽谈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汝州市天瑞中
州国际饭店举行。来自厦门、佛山、珠海、上海、台湾等地的
90 多位客商参加了签约仪式。此次经贸洽谈共达成合作意
向 68 个，其中现场签约项目 48 个，签约资金 140 多亿元。

（鲁朝晖 桂焱炜 李曼曼）

汝州借中国曲剧艺术节揽金过百亿

中铁七局郑州公司十分重视困难员工子女的上学问题，，
多方筹集助学资金，对困难员工（特别侧重对特困、单亲家庭）
给予具体的、多方位的援助，不让一名员工的子女辍学，切切
实实搞好“金秋助学”、“送温暖工程”等。据统计，自 2005年以
来，他们已先后资助困难员工子女 256 人，投入资金 66.06万
元。今年开展的“金秋助学”活动，已资助 18名考上大学的员
工子女，投入资金 6.3万多元。 （校力峰 邓剑）

中铁七局郑州公司开展“金秋助学”

金星啤酒：争创最具创新力领先企业
历经近 30年的市场磨砺，金星呈现给了中国消费者日趋年轻、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品牌形象

河南永城两企业
向省优化办赠旗致谢

漯河开发区：打造超千亿产业园
王祥王鹏飞

赵德华 本报记者王少华

受助企业向河南省优化办赠送锦旗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曹刚川（前左四），河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前左三）在漯河太古可口可乐饮料公司调研

读图

河南投资集团 11 月 28日将发行 12亿元 366 天期短期
融资券，本期债券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面值发行，起
息日和缴款日均为 11月 29日，上市流通日为 11月 30日。

根据公告，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
面值发行，票面利率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债券起息日和缴
款日均为 2011年 11月 29日，上市流通日为 11月 30日，具体
簿记建档时间为 11月 28日上午 9:00—11:00。 （王少华）

河南投资集团将发行 12亿元融资券

河南地跨黄河、淮河、长江和海
河四大流域，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水而
兴，孕育了华夏文明。新中国成立以
来，河南持之不懈地丰水兴利，以占
全国 员援源苑豫的水资源量养活着占全
国 苑援远豫的人口，生产着全国 员园豫的
粮食。

国务院日前出台关于支持河南
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对加强水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
更高要求，加快水利改革发展，走好
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
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路子，已成为
事关河南省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
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中原水网”初具规模

员园月 员怨 日，随着最后一车石料
倾入沁河，位于河南省济源市的河口
村水库工程成功截流。河口村水库位
于黄河一级支流沁河最后一段峡谷
出口处，是《全国大型水库建设规划
（圆园园愿—圆园员圆 年）》确定建设的重要
防洪控制性工程，也是河南省“十二
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的成
功截流，标志着沁河干流告别了无控
制性工程的历史。河南省水利厅长王
树山说，近 10多年来，河南省境内先
后开工建设了小浪底工程、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南
北调配、东西互济”的“中原水网”已
经初具规模，河南在整个华北地区水
资源的配置方面，战略枢纽地位日益
突出。

到目前，河南已建成水库 圆猿远员
座，员猿园 条骨干河道得以治理，员援远猿

万公里干支流河道堤防重新加固，修
建蓄滞洪区 员猿处，防洪减灾的骨架
初步形成。历史上，黄河多次在河南
境内决口、改道，“平地行舟”、“赤地
千里”的悲剧不再上演；淮河流域平
均每百年发生水灾 怨源次，“十年就有
九年荒”的惨景一去不复返。

随着一批蓄水、引水、提水工程
的建成使用，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
苑远圆员 万亩，保障了粮食生产连续 7
年超千亿斤。城乡供水保障水平也大
幅提高，江河成网，水系连通，犹如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血脉，为城乡发展
提供着不竭动力。全省 圆援猿万处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大功告成，圆愿怨愿 万乡
亲告别吃水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苑猿员 公里河南段建设进展顺利，员远援圆
万丹江口库区移民和谐迁安；猿万多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得以治理，荒山披
绿，源清水秀。

水资源保障体系瓶颈未破

中原经济区战略提出，要在河南
打造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
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
经济增长板块，确保到 圆园圆园年粮食
生产能力达到 员猿园园亿斤。王树山说：
“实现这些目标，都离不开水，但如果
仅仅是目前的水利设施，仍然存在不
少‘短板’和‘软肋’，水资源保障体系
瓶颈未破。”

河南水旱灾害频繁。从历史上
看，河南 缘 到 远 年一次大旱，源 到 缘
年一次大水，远园 年左右发生一次特
大干旱和特大洪水，此旱彼涝，旱涝
交错，“苑缘·愿”特大洪灾，员怨愿远 年—
员怨愿愿年大面积旱灾，至今让人刻骨

铭心。
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已成

为制约河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如果世界人均水资源是一满杯水的
话，我国人均水资源不过是一个杯
底，而河南省的人均水资源仅仅是杯
底的 员辕缘。更为严重的是，河南省
源源援源豫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已威胁
到城乡饮水安全。

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对农
业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大制约。
大多数水利工程靠吃老本，“用的是
大跃进的水，种的是学大寨的田”，
猿园园园多万亩耕地仍然“望天收”，粮
食持续稳定增产的后劲不足。水利设
施薄弱。大量田间工程“上级投入少，
基层投不起，农民干不了”，水利设施

“基础脆弱、欠账太多、全面吃紧”。
经过土地流转承包后，河南省息

县农民柳学友常年种粮面积在 猿园园园
亩以上，他的梦想是种 缘万亩地，做
中国的麦王，“常言说，‘涝了剩一半，
旱了不见面’，如果水利设施上去了，
我离梦想就更近了。”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光

谦认为，很大程度上，河南的水利困
局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发展方式
粗放，高耗水、重污染项目在一些地
方屡禁不绝，造成水质污染及资源性
短缺；开采过度、保护不力，造成河道
断流、水域被侵，水土流失严重；还有
一个原因就是体制改革滞后，水事权
划分不清，水利投资和水利建设欠账
较大”。

资源保障体系
成建设“中原水网”瓶颈

河南省济源市的黄河小浪底水库启动应急抗旱措施，下泄流量增至 900立方米每秒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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