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52025年7月28日 星期一 责编 王文捷 校对 陈芮 E-mail：zzrbbjzx＠163.com 综合新闻

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大型策划报道——走马郑州都市圈走马郑州都市圈

圈圈
平顶山篇

当高铁掠过平顶山烟田，当沙河港的龙门吊划
破晨曦，当三苏园的风吹动尧山云海，平顶山与郑
州的故事已不止是“双城记”，而是“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双向奔赴”。

依托郑渝高铁、郑栾高速，规划建设 30 公里
“郑平科创走廊”，布局中试基地、共享实验室、概念
验证中心，预估2026年前将实现“郑州研发—平顶
山中试—郑州量产”闭环；

沙河平顶山港—漯河港—郑州航空港“铁水
空”多式联运，打造中原出海新通道，2027年计划
形成千亿级临港产业集群；

利用风光电“源网荷储”一体化、盐穴储气库等
绿色要素，在中国尼龙城、宝丰高新区建设零碳示
范园区，力争2028年为郑州都市圈提供20%绿电。

这三条“产业高铁”每一条都指向令人憧憬的
未来，每一条都充满瑰丽的想象。未来的平顶山，
不仅是郑州的文旅“后花园”，更是郑州的产业“科
技园”。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平顶山“三苏文
化+美食+非遗”线路，2025年“五一”假期接待游客
78.54万人次，旅游收入2.63亿元，80%客源来自郑
州，“早喝胡辣汤、午品饸饹面、夜泡尧山温泉”已然
在两地树起了都市圈周末新风尚。这座资源型城市
的升维之路，正成为擘画郑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注脚。

““产产业高铁业高铁””疾驰疾驰
郑平郑平““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陈君健 李颖刘伟平 平顶山日报记者 贾志琼 毛玺玺张鸿雨 田秀忠 程颖 邢晓蕊

郑州东站电子屏上的滚动播出提示：G6693
次列车将于8：30发车，9：22直抵平顶山西。陈硕
走进车厢，就听到耳边传来邻座不失兴奋的低语：
“早上在郑州喝完胡辣汤就直奔高铁站来了，逛逛
三苏园，中午再吃个饸饹面，晚上泡尧山温泉，简
直就是高铁一响，平顶山就在身边。”

这一幕，浓缩了平顶山与郑州五年协同的缩
影：交通压缩时空，产业链接价值，文化浸润人
心。今天，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座城市，看到
的已不仅是昔日煤海的旧影，而是一列由尼龙新
材料、金属新材料、碳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先进
装备制造、新能源储能、绿色食品等共同构成的
“产业高铁”，正呼啸着驶入郑州都市圈。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更是产业协同的纽带。
平顶山把“1小时”从通勤概念升维为产业概念，让郑

州的研发成果、资本与人才可在 50分钟内直抵平顶山车
间；而平顶山的尼龙帘子布、特钢宽厚板、高纯碳化硅，在1
小时内装进郑州航空港的货舱或高铁快运车厢，发往全球。

高铁“公交化”运行，日均 21对列车，平漯周、焦洛平
高铁加速成网，形成“X”形枢纽；焦平高速、周平高速、永
灵高速织密“两横五纵”高速网；水运方面齐头并进：沙河
平顶山港具备开港条件，沙颍河航道升级后，中原腹地借
淮河通江达海；航空方面，鲁山机场前期工作就绪，将与郑
州航空港形成“客货双枢纽”。

交通圈即经济圈。平顶山与郑州的交通协同，不仅让
两地人民享受“同城生活”，更让产业要素加速流动，形成

“1小时产业圈”。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平顶山与郑州的产业协同，
不是简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精准对接郑州产
业缺口，打造互补共生的产业生态。

“一根丝”串起万亿汽车集群。神马实业牵头的河南省
高性能尼龙材料创新联合体，已整合13家核心企业和郑州
大学、河南大学等9所高校；阻燃尼龙、生物基尼龙、航胎骨
架材料在神马中试基地批量下线，直供郑州日产、宇通客
车。2025年，省聚酰胺中间体重点实验室将在平顶山完成
重组，为郑州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提供“硬核”支撑。

“一块板”撑起大国重器。舞阳钢铁 16大系列 360多
个牌号宽厚板，260余个实现国产化替代，40多个出口欧
美；河南泰田重工的液压成型装备，为郑州比亚迪、小鹏、
宇通提供模具支撑。平顶山—郑州“半小时配套圈”让钢
板下线即入车间，物流成本再降8%。

“一块石墨”点亮半导体灯塔。五星新材 5万吨高纯
石墨、东方碳素 3万吨高端特种石墨全面投产，纯度可达
4N-7N，填补河南大尺寸高纯石墨空白；产品通过郑州空
港发往长三角、京津冀，用于 EDM 模具、光伏热场、氢燃
料电池双极板。

“一粒粉”抢占第三代半导体高地。中宜创芯年产
2000吨电子级碳化硅粉体一期500吨达产，8英寸晶锭填
补省内空白，已进入比亚迪、天岳先进供应链；二期投产
后，郑州航空港区有望形成“碳化硅衬底—外延—器件”完
整链条。

“一碗汤”链起都市餐桌。丰佳汤业10万吨调味料项
目封顶，依托平顶山全域富硒小麦、优质红薯，打造“田间
—车间—郑州中央厨房—全国餐桌”72小时鲜达体系，郑
州丹尼斯已签下长期订单。

…………
这些新赛道每一条都紧扣郑州产业需求，形成“你需

我有、你弱我强”的互补格局。如今的平顶山，正在成为郑
州的“补链者”和“共舞者”。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引擎。平顶山与郑州的创新
协同，不是简单的“技术转移”，而是“把实验室搬到
了产业一线”，让科研与产业“零距离”对接、耦合。

平顶山与河南省科学院共建“高端人才池”，实
行“编制在市、研发在企业”，已集聚国家杰青、长江
学者等200余人。

100亿元尼龙新材料基金、50亿元绿色产业基
金、50亿元成果转化基金，以“投早、投小、投硬科
技”方式，为郑州科研成果在平顶山转化提供“第一
桶金”。舞钢牵头制定10项宽厚板国家标准，中宜
创芯牵头制定《晶体生长用高纯碳化硅粉体》团体
标准，郏县参与制定“铸铁锅”团体标准……“平顶
山指数”日趋成为行业定价基准。

“产学研用”深度耦合的创新模式让平顶山成
为郑州科研成果的“中试基地”和“转化高地”，而平
顶山郏县，这个曾经的农业县如今成为产业转型的

“样板间”。
产业转型不单单是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

“延链补链”“飞地研发”“场景招商”三位一体的“产
业魔方”：高端智能制造、新材料、绿色食品六大专
业园区同步推进，2024 年招引项目 51个、总投资
63.5亿元，主导产业关联度达80%。飞地研发另辟
蹊径，与郑州轻工业大学共建“可降解材料联合实
验室”，成果在郏县落地转化；尧山实验室与郏县厨
具集团攻克重型铸铁锅压铸一体成型技术，填补国
内空白；依托郏县高铁站3.6亿元TOD综合体，打造

“出站即入园”的资本会客厅，郑州资本、平顶山制
造、县城场景在此交汇。

“小县城大产业”的转型模式，正在成为平顶山产
业升级的“试验田”和“示范区”。来平顶山投资兴业
的企业家、江西人潘火群感慨：“以前觉得小县城做不
了大产业，现在发现，只要思路对，小县城也能玩转

‘产业魔方’。”

从“1小时通勤”到“1小时产业”

条条新赛道对准郑州所需

蹚出产学研用紧密“耦合”新路

三条未来产业“高铁”已呼啸而来

三苏纪念馆

本报讯（记者 秦华）穿越 3000 年时光，探寻蔡国前世
今生，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魅力。7 月 29 日，《蔡国六
百年——蔡国历史文化专题展》将在驻马店市博物馆开
展。与此同时，河南博物院驻马店分院在驻马店市博物
馆挂牌运行。

蔡国，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自叔度始封至蔡侯
齐失国，经历上蔡、新蔡、下蔡 3次迁都，几度兴亡，存续近
600年。基于对蔡国的历史研究，以及追寻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的历史脉络，河南博物院联合驻马店市博物馆、安徽博物
院等机构举办“蔡国六百年”展，这是在全国首次推出的蔡国
全系列历史展览。

展览分上、下两篇，以“点—线—面”的串联形式，全面系
统地展示蔡国 600年的兴衰史，以及蔡国在整个历史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性和文化特性。该展览共遴选来自 17家文博单
位的文物精品 190 余件（套），包括大量蔡国出土的文物及

“蔡”铭铜器，其中 90%为珍贵文物，有些文物更是首次对外
展出，全景式呈现蔡国600年兴衰传奇。

展览总体风格定位以历史厚重感为主，同时结合现代
科技手段提升参观者的参与度，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平
衡。展览设在驻马店市博物馆二楼圆形展厅，整体布展依
历史脉络为参观流线，图文展板、文物陈列与多媒体技术
相结合，为观众打造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展览时间持续
到 11月初。

本次展览凭借宏大的主题、丰富的展品与多元的视角，
年初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 2025年度“博物馆里
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展览20项重点推介项目。

本次展览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文物局和驻马
店市人民政府指导，河南博物院、安徽博物院、驻马店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驻马店市博物馆联合主办。

“蔡国六百年”专题展将亮相
河南博物院驻马店分院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大运河是流动的文明史诗，诗歌
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故事。7月 26 日，2025“大运河文
化阅读行”继绍兴、淮安、淮北等城市后来到河南郑州，在郑
州图书馆开启了一场以“天地之中 诗河交响”为主题的座谈
分享活动。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首都图书馆、河
南省图书馆主办，郑州图书馆承办。作为一座诗人足迹遍
布、文化脉络绵延的历史文化名城，活动的举办旨在推动郑
州运河文化与诗歌文化相互交融，让读者与群众进一步认识
郑州、了解郑州。

活动在河南特色十足的豫剧表演《花木兰》选段中拉开
帷幕。在座谈环节，专家学者围绕“郑州与大运河的渊源与
文化特点”“郑州文脉和唐诗基因”“唐诗文化、运河文化的现
代化传播”三大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座谈会场外，特设的运河主题文化市集也吸引了许多市
民和读者的体验。从糖人、糖画、木版年画制作，到来自省内外
多家图书馆、博物馆特色文创品展出，活动共吸引了“线上+线
下”近140万人次观众共赴这场文化之约。与此同时，“大运河
文化阅读行活动”郑州站独家定制的城市漫游活动也同步展
开，嘉宾与读者在郑州的杜甫故里、双槐树遗址、汉霸二王城等
地留下足迹。

郑州不仅是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的故乡，还
是最早与运河结缘的城市之一。隋炀帝自郑州荥泽枢纽
起，西通河洛，南达余杭，北至涿郡（北京）修建隋唐大运河，
宋代以京城为中心的“四大漕渠”——汴河、黄河、惠民河、
五丈河，其中有三条经过郑州，从此奠定了郑州在水路交通
中的枢纽地位。

据悉，下一站大运河文化阅读行将驶向山东德州，在古
运河畔续写“漕运记忆与齐鲁文脉”的新故事。

大运河文化阅读行
郑州站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7月 26日，在 2025中国足球协会
女子超级联赛第13轮比赛中，河南万仙山女足主场迎战浙江
杭州银行女足，此前已经连败的河南女足抖擞精神，最终以
1∶1战平对手，积分榜上暂时超越“副班长”重庆女足名列倒
数第二，保级形势依然严峻。

本场比赛上半场双方均没有取得进球，易边再战，第 62
分钟，河南女足徐子跃的进球打破僵局，无奈胜利的果实没
有保持到最后，第90分钟，浙江女足张宏霞破门将比分扳平，
最终河南女足主场错失胜利。

本轮之后，河南女足1胜 4平 7负积 7分。8月 2日，河南
女足将前往客场挑战永川茶山竹海女足。

全国女超联赛第13轮战罢

河南万仙山女足
战平浙江止连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刚刚在足协杯中通过点球大战掀
翻上海申花，4天之后两队又在联赛中相遇。7月 27日晚，在
中超联赛第18轮一场比赛中，上海申花再次坐镇主场对阵河
南酒祖杜康，最终上海申花以3∶2险胜河南队。

本场比赛，上海申花较足协杯阵容有了一定调整，特谢
拉、阿苏埃、吴曦均首发出战，河南队也是尽遣主力，卡多索、
纳萨里奥、阿奇姆彭、马亚、迈达纳5外援全部首发。第17分
钟，高天意开出右侧角球，后点的蒋圣龙头球破门，上海申花
1∶0领先河南队。上半场补时阶段，马纳法在禁区线上踢倒
阿奇姆彭，经 VAR 提示后裁判判罚点球，纳萨里奥一蹴而
就，河南队扳平比分。5分钟后，阿苏埃反抢后长传，安德烈·
路易斯背身做球，特谢拉迎球后推射破门，上海申花以2∶1再
次取得领先。

易边再战，河南队卢永涛换下阿卜杜肉苏力。第 57分
钟，吴曦中场直塞，阿苏埃劲射入网，上海申花将比分扩大为
3∶1，这也是新援阿苏埃连场破门。第 76分钟，上海申花解
围失误，阿奇姆彭头球破门，河南队将比分扳为2∶3。最后时
刻河南队全力进攻，可惜没有把握住机会，最终遗憾负于“领
头羊”上海申花。

8月 2日，河南队将继续客场作战，挑战为保级而战的青
岛西海岸。

中超联赛第18轮

河南队2∶3惜败申花

平顶山天晟电气有限公司工人忙于组装

郏县有机鸡蛋最快3小时可到达郑州市民餐桌

本栏图片由平顶山日报记者张鸿雨提供

郏县山陕会馆新声绕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