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年改革开放，40 年拼搏，40 年探索，
虞城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虞城县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强调“丰绿增水、兴业强文、创新
激活”，依托河流、道路等自然空间，推进

“百城提质”工程，全力打造“城在林中、市
在水旁”的“中原最美县城”，精心打造“果
乡绿城，五金世界”。

2017年，虞城继续依托本土水文化底蕴，
沿着商丘主城区东部组团具有虞城风格和特色
的个性化发展之路，坚守政治统领和“两个高
质量”，着力推动城市转型、产业转型、生态
转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环境治理明显加
强，通过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持续推
动“生态、业态、文态”三态融合发展。

丰绿增水

40年来，虞城在一次次选择中，坚守生态
底线，拥抱绿色未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算好绿色账、走好绿色路、打好绿色牌、
做好绿色发展文章，不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创新绿色治理方式，协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环境
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打造具有中原特色
的花园式生态大县，打造商丘东部生态花园。

绿是生态之体，丰绿就是为生态扩面。该
县尊重发展规律、传统文化、自然风貌和自身
禀赋，把中央公园理念导入城乡总体规划，统
筹构建“一主两副多组团”中央景观带，即县
城一个主城区，杜集镇和利民镇两个副中心，
其他乡镇组团发展的城乡总体规划格局，实施
全球视野下的国际化理念打造生态、文态、业
态同步发展的“一带两核三区四海五湖六圈七
台八景九放射十卫星百村百貌千户千业万人致
富”概念规划和建设。以中央公园理念提升“百
城提质”水平和“做强县城、做特乡镇、做美乡
村”水平，增强“文态、生态、业态”统筹水平，使
虞城生态建设更具情怀、温度和灵魂。近年来，
该县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为城市划上“绿线”、打
造“绿廊”；加快实施湖河连通工程，持续推进南
花园、北湿地建设；着力实施百点绿化工程，
全员参与、见缝插绿；加快城区内水系治理，
让“水”与“绿”相映成趣；着力提升故道生
态走廊，建设 310 经济带，西南片区组团发
展，努力打造一个充满果香、生活富裕、宜居
和谐的“果乡绿城”。如今，虞城城镇化率
40.3%，以城区内河水系为景观轴的园林绿化
面积 680公顷，城市绿化率 36.2%，境内 53公
里黄河故道森林覆盖率达 77%以上。田庙乡万
亩杂果园和张集镇的 5万亩优质苹果林已形成

独具特色的故道生态文化旅游景区；李老家乡
高庄村的废窑坑已变身 2万多平方米的四层豫
东生态温室大棚花卉基地；稍岗镇韦店集村荒
草丛生的“济民沟”已蝶变成集种植果树、发
展水陆种植、养殖和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十里
画廊”，并于 2017年年底实现经济分红；城郊
乡郭土楼村以竹海为主的休闲乡村旅游，既保
护环境，又增加收入……

水是生态之源，虞城自古以来，就是水文
化积淀丰厚的地方，上古以来，虞城就是水丰
草美之地、大禹治水之地、孟渚泽中心地、夏
禹商均封地、古宋国牧马地和宋昭公景公游猎
地。上古九大古泽之首孟渚泽中的孟渚台就在
虞城境内，“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老子”在此临水垂钓悟道，构思酝酿了千年
哲学经典《道德经》。挖掘水文化、打造水景
观、培育水产业，古虞处处遗存治水智慧。

2018 年，虞城以水为核心全面规划推动
“一纵十横、五湖生态、百里水乡”大生态体
系建设。在济民沟与中心干渠交汇点以酒祖为
品牌打造纶城公园；沿57公里引黄中心干渠与
城区河流交汇点打造南花园北湿地；在东沙河
与中心干渠交汇点谋划打造刘店河道景观带；
在隋唐大运河与中心干渠交汇点打造站集风景
区；在包河与中心干渠交汇点打造莲花湖公
园。以黄河故道、纶城公园、“十里画廊”为
中心打造北部生态板块；在城区打造中部生态
板块，高质量创建国家园林县城；以莲花湖、
隋唐大运河站集风景区、东沙河景观带为中心
打造南部生态板块。围绕“一纵十横”串起河
道景观、改善河道生态、培育河道文化、发展
河道经济。

兴业强文

近年来，虞城秉承“重创新”的“五祖”
文化和“尚忠孝”的木兰文化“强文兴业”，
叫响“五祖故里、木兰之乡”文化品牌，将文
化元素融入城建，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显现人
文情怀，持续推进高新区、保税物流中心、特
色商业区发展，壮大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服
装纺织三大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
这片积淀着4000多年创新文化的热土，在增强
文化自觉、坚持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强中，
使虞城产业发展处处彰显“重创新、尚忠孝”
的文化精髓，使生态、业态、文态融合在一
起，贯通发展。

虞城在西南片区组团打造文化高地。依托
木兰文化整合挖掘南亳文化、伊尹文化等，让
延续千年的木兰文化通过文产、文创和文旅并

重持续打造，重焕光辉。实施全域旅游规划建
设，以木兰从军路为主线，从木兰祠至黄河故
道由南向北将各景点有机整合，重塑木兰之
乡。“中国木兰之乡”被中国民协认可，“木兰
传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虞城
编创的木兰剑、木兰拳被中国武术院认定为第
130种中国武术。全县 600多家（个）以“木
兰”命名的工业产品、建筑、企业和单位已形
成产业链，木兰品牌农副产品成为河南省著名
品牌。木兰花布成为河南省稀有民间纯手工纺
织品。木兰老粗布、虎头靴、床上用品、颈椎
枕等成为纯手工纺织品中的佼佼者、木兰文化
传承的产品代表，并保持俏销趋势。

“虞城县突出‘生态+’，产、城、文强力
融合。”同济大学高级城市规划师王庆红说，
杜康之造酒、伊尹之汤药和烹饪都是虞城县食
品加工的文化渊源，虞城县不断挖掘食品文
化，赋予虞城食品产业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同
时以绿色低碳的运营模式打造舒适的居民生活
和生态“宜居”空间，为“兴业”打下良好基
础，为招商带来了先机。2017年，5家年税收
超千万元的大企业看上“果香绿城”，将总部
搬到虞城县产业集聚区，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
行，已入驻企业 44家，实现进出口总额 1.5亿
元，先后被评为外贸转型示范基地和省级专业
服务园区。2018 年，该集聚区内，入驻投资
5.6 亿元的电镀中心、投资 3.6 亿元的啤匠科
技、投资 1.8亿元的同凯电器等亿元以上项目
13个。如今，该集聚区已发展成国家工量具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省级“十快”产业集聚
区、十强和三星级服务业“两区”。

创新激活

从 0到 1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仓颉造字开
启人类文明，杜康造酒和伊尹汤药烹饪开创食
品加工，伊尹开帝王之师。历史上虞城一直把
创新作为助推发展的引擎，近年来，更以创新
激活谱写着一个个发展新篇章。

虞城在不断破除落后陈旧观念和陈旧落伍
方式中奏响创新最强音，创新让这片热土处处
充满无限生机。正因为能创新，虞城钢卷尺走
出了中国卖到了世界；正因为敢于创新，商丘
保税物流中心（B型）得以在虞城落地生金；
正因为善于创新，“公司+”投融资模式才能在
虞城先行一步；正因为勇于创新，综合治理探
索才能广为认可；正因为会创新，虞城的脱贫
攻坚做法被国家肯定……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虞城创新问题导向，剑指工作短板；创新方式

方法，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创新扶贫车间，催
生新兴产业；创新精准扶贫合作社，激活基层
动力；创新产业扶贫，培育多元化特色种植
业；创新金融扶贫，持续稳定增收；创新“六
改一增”，促形象提升；创新脱贫励志，激发
内生动力；创新脱贫后续保障，防止返贫和继
续攻坚并重，从而创新驱动，促进虞城高质量
脱贫。该县坚持“日清周评马上办”工作机
制，实现县里抓到村、乡里抓到户、村级抓到
人。县主要领导深入到一线，管到人、抓住
事。推行干部扁平化管理机制，乡镇干部包村
变住村，脱贫精准度进一步提高；推行网格化
管理，建立四级网格化管理机制，实现县里抓
到村、乡里抓到户、村级抓到人。县纪委推行
的“约谈”制度被全省推广。“清风箱”正成
为“微权力”风清气正的抓手。综合治理和信
访工作创新做法被人民日报深度报道。金融创
新破解发展中的融资难题，取得重大突破，

“公司+”正成为推动发展的巨大动力。创新顶
层设计和绿色监管，乡镇土地规划和村镇建设
规划统一管理，新设乡镇环保监察所，走在全
国前列，实现县乡村三级环保监管网格化管
理。在创新驱动下，虞城县以项目经纬全县工
作“大盘子”，确立“十百千”项目系列工
程，以10个特大项目为引领，带动100个大项
目、1025个子项目，实现项目精细化管理。大
胆改革项目领导模式，以“马上办抓落实”的
政治责任，把项目服务情况纳入“约谈”机
制，县领导和单位一把手对负责项目亲自洽谈
对接、帮办服务、跟踪落实。创新基层社会微
治理模式、信用体系建设，强化招商引资目标
责任制、个性化实名制、考核重奖机制和签约
项目督导服务。

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成为虞城发展内驱
力。全县 125家规模以上企业均建立了产品技
术研发机构，成功研制出近40款国家专利技术
产品。作为唯一县级承建的国家钢卷尺及五金
工具质量监督中心，决定着五金工量具 9大类
产品、91个技术参数，16项国际、国家标准。
如今，虞城开发出的 20多种智能型钢卷尺和

“钢卷尺组装机”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钢卷尺
市场的抢手货。虞城把文化作为发展的灵魂，
广泛建立“四知书舍”，推动“立德践行”，注
入更多文化内涵，敏于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经济
元素和商业契机，打造具有虞城特色的文化产
业，以木兰形象和木兰故事为支撑的文化产品
一举走俏，成为虞城产业新秀。

如今，虞城人立创新潮头，用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理念，让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在“生态、
业态、文态”三态融合中焕发新的生机……

丰绿增水 兴业强文 创新激活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动能转换发生了
三次变革：第一次核心是“分”，带来的是

“裂变”，解放了思想和生产力。第二次核心是
“流”，带来的是“流变”，大量资源向城市流
动，城乡经济迅猛发展。第三次，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核心是“合”，各种元素和力量注入农
村、农业，集合发力，带来的是“聚变”，必将
推动农业农村实现历史性变革。三次变革无一不
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反复实践的过程，无一不是以
思想大解放引领发展走上新台阶的过程。结合虞
城实践，站在历史变革角度，我们发现，思想解
放的高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唯有不
断思想解放，才会有发展的跨越和突破。

40 年来，虞城县以思想大解放引领大发
展，不断呈现面貌的大变化，走出了一条商丘

主城区东部组团具有虞城风格和特色的个性化
发展之路，并让虞城拥有了很多优势。一是自
然留下的百万亩良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高效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势头强劲，为乡村振兴
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二是历史留下的“重
创新、尚忠孝”传统文化优势。秉承重创新的

“五祖”文化和尚忠孝的“木兰文化”的历史
传承，开展以立三德践三行为主题内容的“立
德践行”活动，利用“四知书舍”打造学习型
社会，促进思想大解放。三是时代发展留给虞
城的交通优势。还有两个是需要创造的优势：
生态优势和平台优势。我们要围绕“果乡绿
城、五金世界”战略布局和“一路一区一港一
中心”空间格局，以水为核心规划建设生态体
系，壮大农村专业合作社平台、县乡融投资发

展平台、以电镀园区为中心的制造业平台、以
保税物流园区为中心的开放平台、以科迪为龙
头的食品工业平台等，以高质量平台建设构筑
产业体系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虞城以思想大解放为前提，
把抓好党建视为最大的政绩，重基层、夯基
础、稳基石，深入贯彻“两个高质量”要求，
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放宽眼界和胸怀，围绕
以脱贫攻坚统领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
动乡村振兴，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起谋
划、压茬推进。梳理好空间摆布、结构优化、
经济协同、错位发展、资源共享等关系，打造
互联互通的路网体系、水绿相连的生态体系、
相互协同的经济体系、全域发展的城镇体系、
共享互补的要素优化体系。

进入新时代，虞城以思想大解放为引领，
谋求五个突破。一是产业突破，走以大带小、
以小育大、以新促转之路，打造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全域突破，按照“丰
绿增水、强文兴业”思路推进全域发展。三是
生态突破，算好绿色账、走好绿色路、打好绿
色牌、做好绿色发展这篇文章，建设“一纵十
横、五湖生态、百里水乡”大生态体系，打造
具有中原特色的花园式生态大县，以优质生态
资源打造商丘东花园。四是特色突破，高新区
重在产业转型模式创新；保税物流中心重在做
大总量、外向延链；民生事业重在提高群众满
意度、获得感；文化重在弘扬“重创新、尚忠
孝”；乡镇重在特色，着力单品突破；村落重
在风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五是人才

突破，厚植人才沃土，坚持解放思想与统一思
想相结合；提升人才素养，坚持理论武装与工
作实践相结合；激发人才活力，坚持从严管理
与容错纠错相结合。

我们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注重策略
和方法，识变、应变、求变，自觉用新时代的新
标准来审视问题、应对挑战、推进工作、争创一
流，拉高工作标杆实现高质量发展。善于站在群
众立场上看问题办事情，提升政治敏锐力和鉴别
力；善于坚持大事抓根本，着眼谋篇布局，提升
谋划力和规划力；善于在难事上求突破，树立问
题导向，提升创新力和攻坚力；善于在基础问题
上谋长远，系统抓、抓系统，提升系统力和统筹
力；善于在具体项目上抓日常，下足“绣花”功
夫，提升执行力和落实力。

以思想大解放引领虞城大发展
中共虞城县委书记 朱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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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 版 以人才大战略夯实党建基础

E11 版 以转型大升级构建经济体系

E12 版 以生态大体系打造商东花园

E13 版 以产业大扶贫推进乡村振兴

E14 版 以治理大网格创建平安虞城

E15 版 以文化大传承助推立德践行

E16 版 以光影大镜头展现虞城风貌

导读

1978 年—2017 年虞城县
生产总值增幅（单位：亿元）

1985年—2017年虞城县农民
可支配收入增幅（单位：元）

2000年—2017年虞城县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增幅（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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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绿相连的大美虞城水绿相连的大美虞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