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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蓝图落地皆美景
河南日报记者 李 林

贝聿铭说过：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建筑，而是规
划。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的重要作用，
做好规划，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第一步。

近年，作为河南社会经济发展“龙头”的省会郑州，日新月异：
郑东新区产城融合被誉为“新型城镇化的样板”，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临空经济异军突起，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欧班
列（郑州）急速飞驰，城市在地域板块的规划中经济繁荣、活力四射。

紧紧抓住“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灵魂”这一核心，如今，郑州正在
向“万亿俱乐部”靠近、正在为中原更加出彩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而
奋力拼搏！

郑州市是一个有着规划历史也因此
受益发展的城市。

本世纪初的河南，城镇化率仅为
24%，亟待破题发展。2000 年 6 月 28
日，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在郑州调研
时，明确提出以 107国道以东的新东区
为重点，高起点进行规划，使之形成亮
点。郑东新区由此破茧而出。

2001年，郑州先声夺人，以当时一个
内陆城市少有的气魄与胆识，公开向国际
征集郑东新区城市规划方案。2001 年
11月中旬，由国内外著名规划专家初步
评审，次月将黑川纪章的概念规划方案深
化为可供实施操作的规划方案。2002年
3月，郑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以地
方法规形式对规划方案进行了确认。

自2003年开建至今，历经多任主管领
导，郑州坚守郑东新区原始规划不动摇。

放眼望去，如今的郑东新区
已经成长为一座功能完善、产业繁
荣的现代化新城，260平方公里上
4300亿元固定投资呈现出楼宇林立、
山河如画、民生愉悦、经济发达的繁盛
景象。郑州也由此被带动，旧貌换新
颜，整个城市变得光鲜靓丽富有生机。

继往开来，郑州一直沿袭规划塑造
城市的理念，并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过程中，更为慎重与严谨。

今年 5月，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发布
消息，经过一段时间的全面准备，正式启
动“2035”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这次总规编制对于郑州具有重要意
义。2016年年底，国务院批复了《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原城市群发
展规划》，明确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随后，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支持郑州

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
指导意见》,提出
了五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
形成了国家层面支持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体系，也使
郑州的城市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近代郑州的总体规划始于1927年。当时规划
范围东起经五路，西到京汉铁路，南到陇海铁路，北
到农业路，总面积不超过11平方公里，人口25万。

时光飞逝，现在这个车流涌动、梦想飞跃的城
市已经“暴长”至 7446 平方公里，近 990 万人口。
特别是近 5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连跨 7000亿元、
8000亿元、9000亿元三个台阶，2017年达到 9130
亿元。今年上半年生产总值达到 4611.4 亿元，同
比增长 8.5%，增速分别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1.7个和 0.7个百分点，有望年底冲刺GDP“万亿俱
乐部”。

不仅面积变大、经济做强，郑州还在打造属于
自己的文化标签，以彰显与诠释城市的特质与软
实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郑州做好文化建
设特别是文化传承和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遵循、指
明了方向。郑州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是八大古都之一、历史文化名城，在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和责任。

郑州市委、市政府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把

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谋划推进
CCD 中央文化区和商都历史文化片
区、古荥大运河文化片区、百年德化历
史文化片区、二砂文化创意园区等“四大
文化片区”建设，并以此为带动，完善城市功
能，传承城市文脉，提升城市品质，彰显文化
特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
快构建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文化支撑体系。

以规划为统领，郑州的“文化”符号正在加紧建
设与完善，它们将在不久后焕发异彩，“代言”省会
郑州的个性、潜力与未来。

城市建设重在规划，城市规划核心在
人。郑州的城市规划始终围绕“建人民所
需所想之城”的原则，无论是从宏观的城
市战略布局，还是从微观细节的专项规划
或操作规则，都在紧扣这一中心。

今年以来，细心的市民会发现，郑州
市城乡规划局不断“有料派送”，频率密
集，分量惊人、内容吸睛。

采访中，市民王顺河告诉记者，他印
象比较深的是今年 6月份郑州市城乡规
划部门公布的《郑州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2018 修订版。“原以为城市规划宏
观、宏大，但看到这个新版本的技术规

定，另有一番滋味——城市的规划不单单
是‘高大上’的，还是‘接地气’的，不仅仅
有楼宇高耸桥梁飞架，还可以有‘母婴室’

‘充电桩’和‘养老房’。”王顺河说，城市是
用来给人居住生活的，城市的主要魅力
是能让人生活得更舒适，多些人情味的
规划更暖心。

8 月，《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强化
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城市设计工作的指导
意见（试行）》又出台，郑州棚户区改造将
由此迎来色彩多元、风格独特、品质提升
的“春天”，同时也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重要着力点与提升方式。家住郑州

北区的市民韩先生说，他是城中村的拆迁
户，看到这个指导意见后，很期待未来自
己的“新家”。

紧 接 着 ，《“300 米 见 绿、500 米 见
园”三年建设规划》《郑州市郊野公园专
项规划 (2018—2035)》登场。中心城区
将多“ 长”出 3100 个足球场大小的绿
地，到 2020 年 1614 个郁郁葱葱的绿色
游憩空间将珍珠般撒落在城市角角落
落，出门“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将成
为郑州人高品质都市生活的“标配”；而
新增的 43个郊野公园，加之现有的湿地
公园、风景名胜区、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共同形成 61个大郊野游憩空间，郑州正
在一步步将城市变作公园，让生活变得
有趣。

9月郑州市城乡规划部门再发消息，
为提高服务效率，打包推出包括“容缺受
理”在内的一大拨新措施。其中“串联”改

“并联”工作法，最高效率将单一审批项目
时间压缩78%，“容缺机制”在前置手续未
办结前，后续流程提前进入受理程序，大
幅压缩办结时限。

城市规划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引领
着城市发展的未来，愿规划先行，城市
更美！

规划先行引领城市发展

规划主导传承城市文脉

规划设计体现为民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