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夏晨翔 鹤壁报道

“本来房价这么低，还开采煤

矿，所以想象中这里的房子不说脏

乱差，至少也是老破小。但是来了

之后才发现，无论是小区环境还是

城市面貌，都非常不错。”来自天津

的购房者郑先生感叹道。

近日，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

鹤山区两个老城区较低的房价引

发热议，外界在关注当地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对“低价房”的居住环境

产生了好奇。

事实上，和首次来到鹤壁市的

郑先生感受一样，近年来鹤壁市大

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老旧小

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海绵城市建

设等一系列民生工程，昔日破旧的

老城区已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其实城市面貌就像我们的衣

服一样，虽然是老城区，我们的衣服

有些旧，但是一样要把它洗得干净、

熨得平整。”鹤壁市山城区一位受访

官员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该购房人自2020年年底开始在鹤壁市购买房产，截至目前共计购买房产14套，其中鹤山区5套，

计划用于开设网店；山城区9套，计划用作仓库。

“鹤壁蒸蒸日上，乌金滚滚汪洋”，一句诗词的背后，正是鹤壁市昔日辉煌的真实写照。

2009年时，鹤壁市规上工业增加值为210.62亿元，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38.47亿元，占比约为

18%。而截至目前，鹤壁市煤炭产业增加值比重已下降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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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鹤壁“低价房”背后：一煤独大成过去 多业并举格局初显
本报记者 夏晨翔 鹤壁报道

近日，一则“10 万元买 8 套

房”的消息，将地处河南省北部的

鹤壁市推进大众视野。

“低价房”“资源型城市”等字

眼汇聚之下，大众进而联想到同

样拥有此类标签的鹤岗市，“鹤壁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鹤岗”的讨论

甚嚣尘上。

讨论的背后，是外界对于传

统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发展的关

注，而房价的走势正是一座城市

市场供需关系的直接体现。

在谈及鹤壁市鹤山区和山城

区两座老城区“低价房”这一话题

时，当地的政府官员却并不避讳。

一位受访官员告诉《中国经

营报》记者，由于老城区人口流

失，特别是青壮年流失，缺乏了购

房的主要群体，当地市场确实低

迷。而且，因老城区缺少新房供

应，即便在此新就业的人员也多

会选择在淇滨区这一新城区购

房，进行两地通勤，也造成了老城

区二手房交易萎靡。

不过，该官员同样强调，“鹤

壁市确实因煤而兴，也曾经因煤

而困，但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煤炭开采早已不再是鹤壁的主导

产业，‘一煤独大’已经成为了过

去，鹤壁市包括老城区也不会再

因煤而困。”

在鹤壁用“10万元买8套房”

的消息，源于北京一位化名为“丁

乐”的男子。

据媒体报道，该男子为一名

网店经营者，2020年，其在鹤壁市

先后买下8套房产，总共花费了10

万元，其中最便宜的一套房产标

价 1000 元，加中介费 1000 元，合

计才2000元。

对于这一消息，鹤壁市住建

局二级调研员程昌林向记者证

实，该购房人确实存在。

程昌林介绍，经过了解核实

相关情况，该购房人自 2020 年年

底开始在鹤壁市购买房产，截至

目前共计购买房产14套，其中鹤

山区5套，计划用于开设网店；山

城区9套，计划用作仓库。已购房

产中，5套房产已办理完成不动产

登记手续。

而对于“1000 元一套”的房

源，程昌林则表示，在登记系统中

并没有查询到该房源的交易信

息。而且，经过与购房人联系确

认，其在购房期间虽曾咨询房产

经纪公司，但后续买房过程均未

通过房产中介。

此外，程昌林还强调，该购房

人所购买的房产都在老城区，价

格确实较低，但并不能代表鹤壁

市整体的房价水平。目前，鹤壁

市新城区新房均价为 6300 元/平

方米，整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鹤壁市老城区的房价究竟怎

样？品质又会如何？

记者近日走访了“8 套房”中

提及的山城区馨苑二区、福祥小

区以及鹤山区二矿东小区。

在馨苑二区，记者了解到，该

小区在售二手房均价目前约为

1500 元/平方米。以一套中间楼

层（共6层）90平方米房源为例，其

销售总价约为13.5万元。

福祥小区一套98平方米，1楼

含地下室，且水电、天然气俱全的房

源，房主报价为“最低14万元”，折

合单价约为1430元/平方米。

房产信息安居客进一步显

示，山城区二手房5月挂牌均价为

1465 元/平方米。总价最低的一

套为 52 平方米房源，合计 4 万

元。总价最高的一套为 170 平方

米房源，合计50万元。

在鹤山区二矿东小区，一位

住户则告诉记者，该小区90平方

米的房源，目前最低为7万元，若

是装修好一点，可卖至10万元以

上。而位于顶层的 60 平方米房

源，报价约为3万元。

记者在走访中注意到，馨苑

二区和二矿东小区均已完成老

旧小区改造，小区内部道路整

洁，绿化率较高，且建有垃圾分

类 投 放 点 、健 身 器 材 、直 饮 水

站、电动车停放处、微型消防站

等设施。

在被问及“10 万元能否在当

地买8套房”时，多位受访的居民

表示，虽然老城区房价比较低，但

是此类情况很难实现，“只能说是

捡漏，可遇不可求”。

房价“洼地”

老城区较低的房价将鹤壁市

推到了聚光灯下，而其背后的城市

发展轨迹，也同样显现得更加清晰。

1957年，鹤壁市获批设立，市区

选在了煤炭资源丰富的鹤壁集（现

为鹤山区鹤壁集镇）。自此，这座因

相传“仙鹤栖于南山峭壁”而得名的

城市，便与煤炭结下了不解之缘。

公开资料显示，鹤壁市在建市

初期的几个月内，就在井筒建设、

巷道掘进、地质勘探、采煤技术革

新等方面，接连创下了全国煤炭系

统 15 项新纪录，次年更是创下了

74项全国纪录。

“鹤壁蒸蒸日上，乌金滚滚汪

洋”，一句诗词的背后，正是鹤壁市

昔日辉煌的真实写照。

不过，由于当时狭小的鹤壁集无

法满足开展工作的需要，鹤壁市政府

在迁至中山城区短暂过渡后，又于

1959年迁至大胡（现为山城区政府所

在地），并在此一驻就是40年。

在此期间，鹤壁市的机械制

造、无线电信息等产业也得到了快

速发展，工业经济形成了以煤炭为

主，电力、电子、化学、医药等多业

并举的格局。

然而，同样因为大胡地处丘陵

盆地，发展空间日渐趋于饱和，

1999年，鹤壁市第三次将市政府迁

至了如今的淇滨区。淇滨区正式

成为了鹤壁市新的政治、文化、交

通中心，被当地人称为“新城区”或

“主城区”。而鹤山区和山城区，自

此也开始被称为“老城区”。

记者了解到，鹤山区是鹤壁市

煤炭资源最集中的城区，同时也是

河南省煤炭主要开采地和输出地

之一。河南煤化集团鹤煤公司三

分之二的矿井在鹤山区境内，地方

煤矿最多时达到227对。

但是，鹤山区在为经济发展做

出贡献的同时，在土地、资源、环境

等方面也做出巨大牺牲，因煤而兴

的鹤壁，也面临过因煤而困的难题。

据了解，鹤山区总面积139平

方公里，其中矿区面积 90 平方公

里，而煤炭采空区面积就达79处、

30.6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22%，

是城市建成区面积的4.1倍。

曾经的鹤山区，城市基础设施陈

旧破败，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生态遭

到了严重破坏，辖区居民生产生活条

件很差，加之鹤壁市新城区快速建设

造成的虹吸效应，鹤山区人口还曾阶

段性地出现大量外流现象。

“以前鹤山区的空气质量很

差，如果穿件白色衣服出门，回来

都能蒙上一层灰。而且毫不夸张

地说，如果谁家晚上做饭没有煤

了，去路边扫点煤粉就够用了。”一

位受访的鹤山区政府官员感慨道。

转机出现在2009年。

随着国家和河南省煤炭资源

整合政策的实施，2008年鹤山区关

停了所有地方煤矿。此后，鹤壁市

也在全省率先完成了煤炭企业兼

并重组工作。

在此背景下，鹤山区开始了艰

难转型之路，并于 2009 年先后成

立了姬家山产业园和现代煤炭物

流园区，前者是鹤壁市清洁能源与

新材料产业的重要承载地，2022年

税收达到了 34.5 亿元。后者则是

河南省起步最早、规模最大的煤炭

物流园区，截至2022年年底，园区

煤炭线下交易量达 1016 万吨，营

业收入75亿元。

市府三迁

“严格来说，我们鹤壁市从2009

年开始就逐渐摆脱了‘一煤独大’的

困境。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实施‘换

道领跑’战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已经形成了‘多业兴旺’的发展

格局。”上述受访官员告诉记者。

鹤壁市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即能显出端倪。

记者梳理发现，2009 年，鹤壁

市原煤产量达到 1107 万吨，此后

便呈现下降趋势，时至2022年，原

煤产量已降至300.1万吨。

此外，2009 年时，鹤壁市规上

工业增加值为 210.62 亿元，其中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 38.47 亿元，

占比约为 18%。而截至目前，鹤

壁市煤炭产业增加值比重已下降

到6.1%。

取而代之的是“四优三新”主

导产业发展体系。

据了解，如今的鹤壁已经形成

电子电器产业、现代化工及功能性

新材料产业、绿色食品产业、镁基

新材料产业 4 个优势产业和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现

代物流产业3个新兴产业的“四优

三新”主导产业发展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因老工业基

地调整改造、产业转型升级成效

明显，鹤壁市还分别于 2018 年和

2022 年两次受到了国务院激励

表彰。

从一缕纤细的尼龙 66 工业

丝，到居家必备的洗化用品；从

深耕沃土的种业“芯片”，到飘香

神舟的航天食品；从功能先进的

“智慧合杆”，到国产电脑中广泛

采用的“中国芯”；从交织起汽车

“神经血管”的线束电器，到闪亮

太空、俯瞰沧海的“鹤壁一号、二

号、三号”卫星；从世界最长、“运

煤不见煤”的管道输送机，到网

购畅享“当日达”的良好体验……

在后矿区时代，昔日因煤而

建、因煤而兴的鹤壁市，已然不再

因煤而困。

但与此同时，正如老城区“低

价房”而引发的喧嚣，鹤壁如何在

产业兴旺的同时走好“留住人”这

条路，显然要比新老城区之间 20

余公里的路程还要长很多。

后矿区时代

河南鹤壁：“黑”矿区的绿色蜕变

白墙黑瓦、绿荫环绕，山城

区剧团院小区里呈现了一幅徽

派江南园林的景观。而在去年，

这里还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

据了解，剧团院小区建于上

世纪 90 年代，去年年底，当地社

区拆除了自建房 206 间，腾退空

间 3035 平方米。以打造适老颐

养小区为目标，通过“小花园模

块”共享单元，主要进行了缆线

入地、园林立面建设、绿化提升

等工程。

此外，园中还增设了多功能

复合型场地空间和诸多适老化

设施，为老年人创造了优美舒适

的生活游憩环境。

馨苑二区小区则是在 2021

年进行改造的。

进入小区，记者看到，小区

内部道路宽阔整洁，道路两旁栽

种了五颜六色的小花，路肩铺设

有蓝色跑道。此外，如垃圾分类

投放站、健身器材、直饮水站、电

动车充电桩等设施也均有配备。

据了解，馨苑二区共 129 栋

楼，居住1.3万余人，是山城区人

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小区。在改

造时，山城区即按照“缺什么补

什么”的原则，还新建了淇河书

屋、老年活动中心等服务设施。

此外，为聚焦数智赋能，打

造5G“智”慧社区，馨苑二区在改

造时，还以 5G 数字场景运用服

务群众为主题，建设了应急防

汛、社区综治、智慧医疗、高空

望、AI 智能分析五大应用场景，

实现了社区管理更智慧、群众居

家更安心。

“我们为了推动城市更新建

设，还新建了 60 个游园，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由原来的4平方米提

高到15平方米，一举达标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实现了‘300 米见

绿、500米见园’。”鹤山区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鹤壁市，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始终在“高位”推动。

鹤壁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主要

采取“合大并小、合乱并整、合块

并片”的“三合三并”办法。目

前，鹤壁市已累计投入资金24.1

亿元，合并楼院 135 个，拆除违

建 21.7 万平方米，完成了 249 个

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 28 万

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15

年，鹤壁市即入选了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而以此为契机，鹤

壁已累计投资了 34.1 亿元，完

成了 276 个海绵城市项目建设

任务，46.5%的城市建成区达到

海绵城市要求，真正实现“小雨

不湿鞋、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的海绵城市建

设目标。

老城换新颜

走进位于山城区红六巷的向上

园里，红砖墙上镶嵌着废旧的管道，

园子里摆放着矿工的雕塑，一股厚

重的工业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据了解，向上园占地面积1万

平方米，原为鹤壁市矿务局印刷厂

所在地。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破烂不堪、荒草丛生、垃圾遍地、坑

洼不平的废墟和破旧房、平房。

自山城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

工作开展以来，当地政府投资400

万元，按照“拆违增绿”“危补绿”

“见缝插绿”的原则，拆除一座危

楼、51间煤球房、3间自建房，建设

了一个涵盖“工业景墙”“活字印刷

广场”“矿工雕塑”“铁轨栈道”“矿

山机械”等工业记忆的游园。

“红六巷是山城区工业文化的核

心区，这里有矿务局印刷厂、地矿局、

工程机械局等家属楼，小巷里的老建

筑、老物件等都承载了很多居民的记

忆，我们通过重新改造提升红六巷，

可以让这份工业记忆更好地保留下

来。”山城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位于山城区朝霞街中段的爱

情小巷，建于上世纪60年代，总长

约 400 米，宽 5 米，周边有馨苑一

区、供电处、职工医院、供应公司等

7个老旧小区。

由于历史原因，小区内存在多

处煤球房、自建房等违章建筑，有些

违章建筑最长的达50多年，最短的

也有10多年，加上小区配套设施不

足，无物业管理，乱停乱放、私搭乱

建、污水横流，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

不便，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2021年，山城区将其纳入到老

旧小区改造投资计划之中，并将项

目改造确定为“爱情”主题，分两期

进行改造。

其中一期以“中国古典爱情”

和“现代爱情”为主线进行设计，重

点突出相遇、相爱、相守、相扶四大

主题，并在背景墙上用人面桃花相

映红、梁祝、牛郎织女、连理树4个

爱情故事来进行展现。

二期则建设为以丁香树为标

志建筑的爱情广场，并围绕婚姻、

婚庆、婚介、婚育服务，联合区民政

部门，设立了全省第一家综合性的

婚姻登记大厅。

“鹤壁市地域面积虽小，但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在背街小巷改

造中，我们主要突出‘一街一特色，

一巷一文化’，将自然景观和人文

设计相融合，留住记忆、留住乡

愁。目前，全市已累计投资 4.8 亿

元，建成了海棠书巷、戏曲小巷、爱

情小巷等79条精品街巷。”鹤壁市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打造背街小巷

行走在鹤壁市老城区的各个

小区内，“一刻钟（15分钟）生活圈

示意图”是常见的配置。

以鹤山区东巷社区为例，记者

看到，示意图将周边公共设施详细

分为综合服务圈、绿色出行圈、养

老服务圈、社区文化圈、全民健身

圈、就学便利圈、健康医疗圈、便捷

消费圈、市政提质圈等。

而在每个生活圈的分类里，又

标注了距离和步行时间。如在综

合服务圈里，社区综合服务站距离

为 100 米，步行 1 分钟。在健康医

疗圈里，姬家山卫生院距离为1100

米，步行11分钟。

据了解，“一刻钟（15 分钟）生

活圈”是指人们能够在15分钟内步

行到达工作、商业、教育、医疗等生

活服务设施，并能够满足日常生活

需求的区域。

2021年9月，鹤壁市成功入选

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名单，并成为河南省唯一入选

的城市。

截至目前，鹤壁已建设提升小

型便民超市396个，打造食品安全

示范街 20 条，整治提升 19 家农贸

市场，建立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

站 327 个，建设淇河书屋 65 座，新

建运动场馆45个。

此外，鹤壁市还构建了日间照

料、居家养老、集中托养、医养康养

相结合的“四位一体”养老体系，实

现街道、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全覆盖。

“打造‘一刻钟生活圈’可以使

居民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各项服

务资源，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

福感。也可以推进我们城市的公

共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的硬件设

施，如道路、交通、医疗、教育等设

施的建设水平和质量水平。”鹤壁

市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同时，该负责人还表示，打造

“一刻钟生活圈”亦能促进当地城

市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的经济

竞争力与吸引力，一些新兴产业也

可以随着服务设施的建设而加速

发展。

“一刻钟生活圈”

山城区馨苑二区，“丁乐”称其两年前在此购置一套毛坯房，花费1.8万元。记者了解到，目

前该小区在售二手房均价约为1500元/平方米。 夏晨翔/摄影

山城区红六巷向上园景观，2022年由鹤壁市矿务局印刷厂改造而建。 夏晨翔/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