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经很久没有

这样仔细地观察过鹤壁

了，通过这两天的参观，

不论是淇滨区的蓬勃发

展， 还是山城区的旧貌

换新颜， 都让我深有感

触。”53岁的网友苏金方

对记者说。

苏金方是浚县人。

1982 年他到山城区工

作，1995 年他又随单位

一起搬迁到淇滨区工

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 我住在山城区第七

小学附近，紧挨当时还是棚户区的六矿工人村，那里脏乱

差的居住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居民们开玩笑说，

‘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山城区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棚

户区，如今改造后变化太大了，老区的建筑也逐渐正规、

整洁，更加气派，老百姓的住所也更加舒适。 ”苏金方说。

“1995年我来到淇滨区， 那时的淇滨区还有很多荒

地，人非常少。 如今的淇滨区人多了，一座座漂亮的建筑

拔地而起，南部片区更是有了大城市的雏形，我相信鹤壁

会变得越来越好。 ”

“参加这次‘鹤壁网

友看鹤城’活动，我要把

看到的城市变化用相机

一一拍下来。 ”网友董辉

对记者说。

董 辉 祖 籍 山 东 。

2006 年， 他因工作变化

从山东来到鹤壁。 24日、

25 日两天， 董辉每到一

个地方， 都会随着讲解

员的讲解， 将记录鹤壁

重要发展进程的资料、

建筑和场景等用相机拍

下来。 记者在董辉的相

机上看到， 他已经拍了

200 多张照片，这些照片包括山城区棚户区的改造、新区

“9+1”工程、浚县王庄新型农村社区等。

董辉说：“以前经常听人说鹤壁人的生活水平提高

了，但自己总感觉不到。 这次我到鹤壁一些地方看过，才

感受到这里的巨大变化。 尤其是走进山城区那些留存下

来的旧房子，才越发体会到眼下生活的美好。 那 16 平方

米的小屋里仅能摆一张床、两张凳子、一张桌子，还住着

一家三口， 对比现在一家三口住着面积 100 多平方米的

三室一厅，真是‘天上地下’。 我要把这些变化用相机拍下

来，当成资料，让后代也了解鹤城的巨大变化，让他们懂

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

新城蓬勃发展老城再绽新颜

□晨报记者 贾正威

用相机拍下鹤城变化

“用 16页的内容，讲述了山城区的发展变化。这种科

技手段，记录显示了山城区的巨大变化。 ”网友冯凯说。

10 月 25 日，在山城区棚户区改造展览馆中，冯凯仔

细翻动着馆中的电子书， 了解山城区的发展过程。 冯凯

说，过去山城区汤河花园小区（原矿山机械厂家属院）的

居民天晴抢地方晒被子， 赶早起床排队抢公厕，“短短几

年，居民们都搬进了楼房，生活大变样，山城区的发展真

快！ ”

冯凯说， 鹤壁的点滴变化都凝聚了鹤壁人的辛勤汗

水和聪明才智，“鹤壁会越来越漂亮！ ”

“淇水悠悠 ，

桧楫松舟， 驾言出

游， 以写我忧。” 岸

边， 芳草萋萋， 垂

柳依依； 水上， 青

风徐徐， 游船如织，

欢歌笑语……站在

《淇水清风》 画卷旁

边， 众多网友都被

深深吸引。

河南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经理刘寒

冰向网友介绍说，

《淇水清风》 绘画作

品取材于鹤壁山川地理和历史文化， 作品均出自

当代鹤壁文人之手。 他们对这片热土有着强烈的

艺术感受，“《淇水清风》弘扬了淇河文化，很大气。

挂在家中，抬眼看见，豁然开朗。 ”众多网友对此画

卷爱不释手。

刘寒冰说， 河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有数百幅

描绘鹤壁河山的画作，如《正月》、《淇河》、《淇水清

风》等，此外，还有淇河泥塑、黄河古陶等。“物质生

活富裕了，精神境界更要提高，我们公司有许多传

承鹤城文化的作品， 希望这些艺术品能进入寻常

百姓家。 ”

电子书记录城区变化

□晨报记者 李鹏

10 月 25 日下午，“鹤壁网友看鹤城”大型

采风活动来到最后一站———淇河湿地公园。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网友，聆听他们参加这次

活动的感受。

去年从安阳来到鹤壁工作的网友王冰告

诉记者，通过这两天的活动，她对鹤壁市有了

全面的认识和直观的感受。“‘9+1’工程规模

宏大，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工作，我非常高兴，希

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王冰说。

网友刘萍萍在这次采风活动中详细了解

了淇县朝歌街道办事处城中村改造项目。“我

也是从事移民搬迁工作的，通过进家入户的实

地采风，我学习到不少县区搬迁安置工作的先

进经验，在自己以后的工作中可以借鉴。 ”刘

萍萍说。

“鹤壁是座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城市，通

过这次活动，我发现鹤壁的电子产业、金属镁

产业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农民进城、棚户

区改造则改善了民生， 鹤壁的变化日新月

异。 ”网友冯女士说：“我认为这次活动非常成

功，希望下一次可以进行更多的地方采风，对

我市的发展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

网友崔巍说：“看了鹤城这些变化， 我深

深感受到咱鹤壁人的聪明才智。 这次的活动

内容丰富，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我们看了十

多处发展变化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每一处都

有讲解员讲解， 让我们深入浅出地了解鹤壁

的发展过程，这样很好。 美中不足的是，活动

时间太短，只有两天，一些地方只能走马观花

地看看，没有体会不够深。 另外，我希望能够

扩大网友的队伍，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动中

来，让更多人了解咱们鹤壁的发展变化。 ”

“听说不如眼见，这次采风活动很有价值，

让我对咱们鹤壁的发展变化有了一个宏观的

认识。 ”网友赵伟说：“在这次活动中，我还结

识了不少朋友。 在大家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原

来我对鹤壁许多不熟悉地地方，如今也有了一

定的了解。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网友参与到这

样的活动中来，这样既能加深对鹤壁城市发展

进程的了解，又可以结交更多朋友。 ”

在淇县朝歌街道办事

处所辖的下关村，农民住着

楼房，过着和城市人一样的

生活。 在 10 月 25 日，鹤壁

网友和记者一道参观了下

关村。

“两年前，这里垃圾成

堆、污水横流，胡同狭窄，经

常堵车。 ”下关村村民张长

生告诉记者，“现在大家搬

进了楼房， 用上了天然气、

太阳能，过上了和城里人一

样的好生活。 ”

淇县朝歌街道办事处书记刘永华带众多网友和记者

参观了三利苑小区。 刘永华说，“2010年 10月，三利苑小

区开工建设，今年 7 月竣工，住宅面积 4.9 万平方米，现

在小区已安置居民 330户。 小区内的服务行业，如餐饮、

商超等，还将解决不少人的就业问题。 ”

鹤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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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发展

科学、生态、高效农

业，使用环保、健康

的生物有机肥，采取

物理除虫方法，提供

绿 色 环 保 的 农 产

品。 ”10 月 25 日，在

位于淇滨区矩桥镇

的喜洋洋生态果蔬

基地参观时，该基地

经理侯林海说。

2011 年开始投

资建设、占地 700 多

亩的喜洋洋生态果

蔬基地是我市目前最大的科学种植蔬菜供应基

地，该基地计划 2013 年年底将整体建成。 基地采

用最新研发的高科技生物复混肥技术和从山东寿

光引进的管理模式，现已是我市“菜篮子工程”主

要蔬菜种植基地。

“基地已经实现了自产自检自销，目前每年可

向淇滨区供应新鲜蔬菜 40 吨至 50 吨， 直接对接

小区和超市， 价格便宜。 ”侯林海说，“除了种植温

室大棚蔬菜，我们还将大力发展休闲观光、餐饮娱

乐项目，为鹤城人民打造生态观光乐园。 ”

鹤壁网友看鹤城：

城市越来越美 日子越发舒心

□晨报记者 贾正威 李鹏

农民成了城里人

□晨报记者 李鹏

让绿色食品走进千家万户

□晨报记者 贾正威

抬望眼是《淇水清风》

□晨报记者 李鹏

本版摄影：晨报记者 赵永强

□晨报记者 李鹏

参与者说

网友说

刘永华

“鹤城越来越大气

了！ ”参加“鹤壁网友看鹤

城”活动的网友李崇说。

2005 年， 李崇首次来

到鹤壁市淇滨区，“那时，

淇滨大道的标志性建筑是

‘马踏飞燕’， 走 10多分钟

见不到路人，感觉很空旷。

这几年， 鹤壁的变化越来

越大，人多了、车多了。 还

规划建设了‘9+1’工程，其

建筑结合鹤壁地域、物产、

历史和文化特色， 其功能

强大，气势磅礴。通过这次活动，我的切身体会是，鹤壁从

精巧变得大气。 ”

鹤壁越来越大气

□晨报记者 李鹏

李崇

苏金方

董辉

侯林海

刘寒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