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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时值鹤壁开发区

建区二十周年，社会各界都

在为这一盛事而庆贺。 自

开发区成立之后，鹤壁的城

市中心也由此改变。

作为曾经的城市中心，

山城区并没有放慢发展的

步伐。 尤其是近些年，山城

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

多种途径，使城市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本期起，本栏目将陆

续推出“老城新貌，簇锦山

城”栏目。 从一个个在山城

区拔地而起的地产项目，来

透视山城区的每一个蝶变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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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新貌，锦绣山城”系列报道———

厚积薄发的老城区

鹤壁于上世纪 50年代建市， 经过了三次大

的跨越和城市中心的迁徙。当新区的城市框架逐

步拉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被称为鹤壁老工业

基地的山城区也面临着如何脱胎换骨的考验。

优势齐集，厚积薄发

作为曾经的城市中心， 山城区也有着明显

的优势。它面积 197平方公里，辖 1乡 1镇、5个

街道办事处，总人口 35 万，区位优势明显，交通

便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辖区内殷商皇

家鹿场遗址、故县汉代冶铁遗址、后营汉墓区、

寺湾宋元古瓷窑遗址等， 都集中反映了山城区

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 革命纪念地刘邓大军“石

林军事会议”旧址，现为全省第一批重点建设的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山城区境内自然资源丰富， 具有地域组合

良好、品位高、易开发的特点。 已探明的矿藏主

要有煤炭、瓦斯气、水泥灰岩、白云岩、石英砂

岩、 耐火黏土等 30 多种。 煤炭探明储量 16 亿

吨，金属镁的主要原料白云岩约 10 亿吨，水泥

灰岩矿床储量为 50亿吨。水源总储量 23.5亿立

方米， 年过境水达 6.15 亿立方米。 总库容 6.08

亿立方米的盘石头水库建成蓄水， 穿境而过的

南水北调工程每年分配鹤壁水量 1.64 亿立方

米。 天然气西气东输主干线横贯南北，年供应气

量达 10亿方。 装机容量 220万千瓦时的鹤壁万

和发电有限公司、 日产 1 万吨熟料的豫鹤水泥

有限公司、 年产 700 万吨优质煤炭的鹤煤集团

等国家、省、市大型重点企业分布辖区，成为山

城区发展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

承载 40余年发展史的老工业基地，门类齐全

的工业体系， 素质优良的产业工人是山城区工业

的发展优势。 山城区充分发挥资源、能源、产业、商

贸物流、工业园区五大发展优势，依托现有 400多

家企业这一优势，诚意借助外力，拉长产业链条，

形成中小企业群集聚，培育专业市场，发展块状经

济，倾力打造新兴的煤化工、建材、金属冶炼、橡胶

化工助剂、煤质分析仪器、矿用绞车、电子元器件、

食品加工等八大产业基地， 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

及煤炭深加工、金属镁冶炼及深加工、橡胶促进剂

生产及深加工、矿用绞车、煤质分析仪、汽车插接

件为支柱产业，产业发展特色明显，形成了齐头并

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第三产业兴旺发达，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是

商家经商置业的风水宝地。 区内供水、 供热、供

电、学校、医院、宾馆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人流、

物流、信息流云集庞大，商业网点星罗棋布，邮电

通信方便捷达。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

平逐年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

2011年，山城区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0亿元、增长 1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 33

亿元、增长 1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7亿元、增

长 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9亿元、增长

17.5%；二、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97.4%，

主导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

61%左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30%；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完成 2.61亿元，增加 7000余万元、增长

36.3%，增量和增速均为近年来最高；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32亿元、 增长 19%，实

现利润 1.4亿元、增长 30%，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

降 4%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

纯收入分别突破 1.7 万元、7500 元， 增长 14%和

10%。 此外，22739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也全面开工。

建设蓝图，应时而生

虽然城市中心的“名衔”早已被快速发展的

新城区所取代，但山城区的人气依然很旺，人口

不仅没有因为新区的吸纳而减少， 反而由于产

业发展吸引了周边大量人口集聚， 加之辐射鹤

山区和淇滨区部分农村，山城区承载了近 50 万

人口的服务任务。 山城区商务局局长史江红在

接受采访时说， 这为山城区的城市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机遇。

结合旧城改造和城区规划实际情况， 山城

区提出了“中心带动、两翼支撑、两园补充、打造

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总体构想，即以世贸广场、

地王广场为中心， 以新建的城南新区和拟建的

城北新区（中原路周边）为两翼，石林园区商业

中心和宝山园区商业中心为补充， 突出打造大

商贸格局。 并积极挖掘有限空间的发展潜能，以

历史街区改造、沿街商业开发为契机，打造特色

鲜明、适合现代生活需求的商业区和特色街区，

特别是强力推进对原核心商圈地王广场的改

造，一大批市场、商场、商店即将旧貌换新颜。 新

的特色商业区涵盖了以春雷路、 奔流街、 朝阳

街、前进路边线的广大区域，人气集中，形成了

多元业态并存， 功能复合多样的科学布局。

这样的建设蓝图，可谓应时而生。 但要使这些蓝

图的画面真实呈现， 则需要各个房地产开发企

业来大展拳脚。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 企业选择进驻山城区，

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前

景；挑选口碑好、实力强的大型房企，则是对山

城区居民们的居住质量和居住品质负责。

如今，河南常绿集团、河南建业集团、河南

升融置业有限公司、鹤壁广源置业有限公司、鹤

壁市永基置业有限公司都已成功进驻山城区，

他们所开发的地产项目，备受山城区居民关注。

而这些将在未来几年内陆续落成的项目， 也承

载了众多市民对老城区焕发新颜的期待。

□晨报记者 陈海寅

通讯员 彭 葳 /文

晨报记者 王 磊 /图

外地房地产公司的到来， 不仅为城市面貌带来了极大改变，

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思想的改变。 曾经居住在平房、老旧家属院的

市民，从一个个拔地而起的新的住宅小区中认识到了居住环境对

幸福生活的重要性。 图为市民在常绿·林溪谷售楼部选房。

与父母同住，

是孝心也是互相照顾

□晨报记者 陈海寅

在记者对女性展开的调查中， 约 5

成受访者表示， 她们并不介意和男方父

母同住；约 4 成受访者认为，她们虽然不

想和公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如果情

况特殊需要同住，她们也会考虑；另外约

1 成的受访者表示， 她们想有自己的生

活空间，不想和公婆住在一起。

●不介意同住，可以互相照顾

“我不介意婚后和公婆同住，我觉得

这不仅方便我们照顾老人， 同样我们也

得到了老人的照顾。 我姐姐结婚 11 年

了，从结婚时起就跟她婆婆住在一起，这

些年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新区某商场的

销售人员李女士说， 自己的姐姐结婚时

还不会做饭， 当时母亲非常担心她婚后

的生活。因为姐夫是独子，姐姐的婆婆又

孀居多年， 婚后一家人住在一起也就成

了顺理成章的事。“姐姐是个工作狂，这

些年多亏有她婆婆帮她照顾家、带孩子，

让姐姐省了不少心。姐姐经常跟我们说，

每天回到家就有现成的饭吃， 家里的卫

生也很少用她打扫，这种感觉很幸福。 ”

目睹了姐姐的幸福生活， 李女士也

对三代同堂有了更多憧憬。她说，这在外

人看来是年轻人在照顾老人， 其实这种

照顾是双向的。 很多年轻夫妻在理家方

面都有所欠缺，相比之下，年轻夫妻受到

的照顾反而更多。

●“一碗汤”的距离最好

“一碗汤”的距离是最近几年新兴的

一个名词，即父母与子女家的距离不远，

煲好一碗汤送过去刚好不凉， 既方便照

顾老人又不至于住在一起。 接受记者采

访时， 选择这种居住方式的年轻夫妻也

比较多。

“既照顾了老人，又有各自的生活空

间，互不影响。 ”市民秦女士说，在生活观

念上，老人和年轻人存在一些差别。如果

沟通不及时，就有可能产生矛盾。而家庭

生活中琐事又比较多，难免会产生摩擦，

时间长了， 也容易埋下不和谐的隐患。

“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彼此离很近，生活

上又互不干扰。但如果老人身体很差，需

要时刻有人在身边服侍， 我也会考虑和

父母住在一起。 ”

“我现在就和公婆住在一个小区。我

们会经常去他们家吃饭。 ” 市民刘女士

说，她觉得这样挺好，大家都有自己的生

活空间。“如果以后老人的生活不能自理

了，我们会选择跟他们住在一起。 ”

●不想和长辈同住

“每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同，我希望

婚后有自己的小世界。 孝敬老人的方式

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住在一起。 ”一名

尚未结婚的女青年接受采访时说， 她身

边很多朋友也都是这种观念， 觉得和老

人住在一起反而不利于沟通， 影响两代

人的感情。

近日，记者接到一名男性读者

的来电， 称自己为方便照顾父母，

计划婚后和父母同住。但这一举动

遭到了未婚妻的强烈反对，并以拒

绝结婚相要挟。 最终，定好的婚礼

未能如期举行，共同出资购买的新

房也成为双方纠纷的焦点，两个家

庭因此由亲家变成冤家。

在这件事例中，暴露出一个存

在于很多家庭的问题： 年轻夫妻

们，你们愿意与父母同住吗？

我国拟给予养老机构土地及税收优惠

据新京报消息 民政部与国家发改委正在

制订《关于优先发展养老服务的意见》，对养老

服务提供优惠政策。 5日，在由中华慈善总会主

办的“全国老人院院长论坛”上，民政部社会福

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处处长王辉通报了

这一消息。

王辉介绍，中国养老面临“四化”：老龄化、

高龄化、空巢化和失智化；同时存在“四缺”：缺

钱、缺人、缺政策、缺体制。 政府将从规划、立法

和政策三方面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

除已发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

规划”外，在政策方面，王辉透露，《关于优先发

展养老服务的意见》正在定稿，不久有望以国务

院的名义发布。《意见》会涉及一系列的养老服

务优惠政策，包括土地、税收、财政补贴等。

在立法方面， 王辉表示，《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修订草案）》本月底将进行第二轮审议。“草

案”中特别加入了“社会服务”章节，将养老服务

体系全部写入法规，包括在财政、税费、土地、融

资等方面扶持养老机构，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紧急救援等服务。

三分之一家庭受失能老人困扰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秘书组副组

长、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示，失

能失智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我

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家庭正受此问题影响。

党俊武表示， 我国现有 3300 万失能老人。

根据中国老龄研究中心的调查， 老年人口平均

养育 4 个子女， 每个子女已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庭。因此，3300万失能老人牵扯和困扰的是一亿

三千二百万个家庭， 这相当于全国 4 亿个家庭

的近三分之一。

党俊武表示， 我国老年人的失能发生率在

16.9%，目前专家尚不掌握失能老人的平均卧床

时间。 但数据显示，法国失能老人平均卧床时间

为 2.5年，美国为 3年。下一步，我国将对失能老

人平均卧床时间进行调查，为建立“老有所护”

的养老体系提供数据支持。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