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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持编撰，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践与探索”为主题，立足河南实际
，从总体上深入分析了河南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成就、特征与存在问题，全面探讨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态势与发展方向，并提出了河南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对策措施。

　　本书从特色城镇体系、城市组团发展、中小城市内涵式发展、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发展、城乡统筹
发展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深入探讨了河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路和方向，并提出了对策和
建议，对河南省发挥新型城镇化引领作用、推动“三化”协调发展、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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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现代要素资源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近年来，河南利用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在积极发
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大市场、大流通、大交通”，并以此带动城乡第三产业
发展，加快推进农业产业一体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同时，注重强化现代农业科技、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资源要素在连接城乡上的功能，积极发展现代
种业和以农产品冷链物流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服务业，加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力度。
目前，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全省农作物
新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居国内领先地位，新培育的超级小麦新品种50亩连片平均亩产达到735.1公斤，
创我国黄淮小麦区单产最高纪录；全省公路总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农村公路里程均跃居全国第
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粮食批发市场和商品期货交易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郑州价格”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市场影响。
　　（三）涉农产城融合程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河南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加大承接产业转移和
招商引资力度。
作为产业集聚区的类型之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带动，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打造龙头企业和优势品
牌，不断优化企业的产品结构，增加产品种类，拉长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与档次，产品附
加值不断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同时，通过促进农业区域分工和农业产业化高度发展，依托优质农产品核心生产区和畜产品核心生产
区，积极引导生产要素向该区域集中，初步形成了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的集农产品生产、加工、
物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带，并通过产业集聚形成产业带，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加快
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工农业、涉农产业与城镇化动态协调发展，涌现出一批诸如“食品名城”、“
食品名镇”的品牌。
2010年底，全省各级龙头企业达到6248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39家、省级龙头企业562家，594家企业
年销售收入超亿元，10家企业超30亿元，3家企业超100亿元，12家企业在国内外上市。
面粉、肉类、乳品加工能力分别达到355多亿公斤、70多亿公斤和30多亿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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