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2009年，新郑市委市政府组织重新编制了
《河南省新郑市城乡总体规划》，明确了新郑今
后的发展定位和空间结构，决定把城北作为新
郑市中心城区空间拓展的主要方向，提出通过

“两年打基础、四年出形象、六年成规模、八到十
年建新城”，在城北着力打造一个既保持传统文
化特色、又具有现代景观效果，布局合理、功能
齐全的亲水型、亲绿型、亲人型、低碳型、宜居宜
业型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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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郑市按照“全市
抓经济、全民抓创业、关键上项
目、努力创环境、党建作保障”的
要求，强化中心城区、建设现代新
城，发展新型工业、打造特色板
块，发挥文化优势、繁荣商贸物
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型社
区，持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
谐，正在向拥有区域产业特色、富
有历史文化内涵、具有文明和谐
环境、宜于创业居住的现代化新
城迈进，全市综合实力、中心城区
辐射带动力、特色板块竞争力、镇
域经济综合实力、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程度都得
到显著提升。为了全面展示一年
来新郑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激励
全市人民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
到新一轮的建设中去，从今天起，
本报特推出“巡礼 2010”年终系
列报道。

在历史的长河中，城市的出现是
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进入现
代社会，城市更是成为人们生活聚居
的主要空间。“城，所以盛民也；市，买
卖之所也。”城市化程度、城市现代化
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社会
进步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

新郑历史久远。从春秋战国时
期的郑韩故城算起，距今也有2700多
年的历史了。郑韩故城虽然几经毁
迁，历史上也有过辉煌。《诗经·桧风·
匪风》云：“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周
道”是周原、镐京至成周的大道。由

诗句所云可知，“周道”应该延至郑
地。而秦人向东，魏人向西，必经郑
地，故称“韩为秦、魏之门户”。可见，
新郑地理环境优越，位置适中，陆水
路交通便利，为四方往来必经之地。
此外，郑国都城经济比较发达。司马
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北通
燕（今北京市）、涿（今河北涿县），南
有郑、卫（卫都濮阳）”。可见，郑韩故
城的工商业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闻
名于当世。

为了再现故城的魅力，今年以
来，新郑市加快中心城区建设，郑新

路、中华北路、轩辕湖水库、老年人活
动中心、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昔日的黄土岗变成了百姓安居
乐业的家园，一个个现代化的项目让
这座古城光耀起来。还有正在建设
的中心城区第一社区、一中新校区、
中兴路等四座跨河桥梁……建设者
们正用饱蘸浓墨的笔尽情地挥写城
市的新篇章。

城市建设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上
的画卷。从古至今，留下了许多精彩
之笔，成就了无数辉煌之作。杭州西
湖，因有了白居易、苏东坡、杨孟瑛的

治理才由一个泻湖成为“美如西子”
的风景名胜区；广东的深圳，三十年
前还是一个边陲小镇，现在已经成为
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浦东，
这个过去被上海人称作“宁要浦西一
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地方，现在
已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成为中
国最具活力的地方之一。

为了进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发展、
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新郑定下了自己
的目标和雄心壮志。新郑的城市定
位是建设成拥有区域产业特色、富有
历史文化内涵、具有文明和谐环境、

宜于创业居住的现代化新城；新郑的
发展目标是，到 2015 年，城市规划面
积达到 30.26 平方公里，中心城区新
区建设和旧城区改造基本完成，形成
以行政、商业、文化娱乐、旅游等综合
服务、现代物流业为主，统领整个县
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作为辐射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
核心区域——新郑市中心城区无疑
是发展的大舞台、大平台、大空间。
在未来的建设与发展中，新郑人将通
过自己的辛勤与智慧，不断向大家展
示中心城区取得的新成果。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新郑市中心城区建设速描

本报记者 赵聪聪高凯白云刘栓阳王慧李楠楠 通讯员 芦小倩 文/图

在新郑市中心城区北部的新区游走，最好是
沿着轩辕湖这湾清水，湖水蜿蜒碧绿，淡了两旁的
繁华忙碌，平添了几分惬意舒展的生活味道。

新郑市中心城区新区（以下简称新郑新区）位
于郑州南35公里，东临京广铁路，西至郑新路，南
到郑韩故城-新密铁路，北至南水北调总干渠。
规划包含“六园一中心”,“六园”即创业服务园、文
化教育园、体育休闲园、生态湿地园、生态居住园、
物流配送园；“一中心”即商务中心。在新区建设
中，新郑市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与科学化相
结合，做到规划设计先行、基础设施先行、生态宜
居先行、体制创新先行。

规划设计先行。新区坚持城乡建设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三规合一”的原则，以

“融入大郑州、承接大郑州”的理念，形成以综合服
务、文化娱乐、居住、商务办公等功能为主，集综合
交通枢纽、贸易和物流中心、经济发动机、区域就
业中心和财富中心于一体的多元综合体。

基础设施先行。新郑市中心城区新区是中
心城区五大功能组团之一，担负着城市副中心
的作用，是未来城市重要发展方向。从 2009 年
开始，新郑市开始对新区基础设施进行建设，目
前新区内主干道郑新路、解放北路、中华北路、
北环路等城市路网四通八达，黄水河治理及湿
地公园等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华信学院和
西亚斯国际学院的建设更是吸引了广大客商和
市民的目光。

生态宜居先行。新区建设关键是改善老百姓
的居住条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使中心城区的发
展空间增大，老城和新城协调发展。为此，新郑市
新区建设坚持做到五个优先，即：优先建设水电路
气暖等基础设施，优先建设群众安居项目，优先建
设文教卫生和社会事业项目，优先建设环保及生
态建设项目，优先解决群众社会保障问题。在建
设中，新郑市新区坚持以水为魄，做好亲水、亲绿、
低碳文章，营造优质产业生态、优美自然生态、优
良人文生态相统一的创业居住环境。

体制创新先行。为做好新区建设，新郑市成
立了新区建设管委会，把新区21.56平方公里的土
地划归新区管委会管理。目前，管委会已经按照
新的管理模式开始运行。

如今，经过近一年的规划建设，新郑市中心城区
新区正在从当初的规划蓝图之上走下来，亲水、亲
绿、亲人、低碳、宜居宜业型的新区正向人们走来。

以水为魄
打造生态城市
城市水系是城市的命脉。构建功能明确、布局合

理、水质良好的城市水系，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新郑中心城区新区以水为魄，力求把新区建设成“水丰、
水清、水活、水美”、河湖水景交相辉映、蓝天碧水与绿地
翠林相互融合、人水和谐的亲水生态城市。

在新区生态水系的建设中，轩辕湖水库和黄水河郑
韩湿地文化园是点睛之笔。郑韩湿地文化园工程界于
黄水河中华路桥和裴大户寨坝之间的黄水河河道区域
内，通过对河道进行生态景观治理，使之成为联系郑风
苑、轩辕湖的绿色廊道，从而进一步完善新郑市中心城
区滨水绿地系统。

该工程在规划上强调公园景观的城市化与商业化，
将其打造成为集旅游、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景点。设计
主题为开发模式、季相景观、文化内涵、产业展示、生物
防护。空间结构上分为四廊道、六板块、八景点，四廊道
即：生态景观廊道、历史文化廊道、产业观光廊道、生物
防护廊道；六板块即：综合休闲板块、商业风情板块、运
动健身板块、产业观光板块、郑韩文化板块、景观湿地板
块；八景点即：溱水新滨、云栖花影、溪亭日暮、陌上烟
柳、郑韩故道、故城余韵、疏岛环径、重湖叠翠。

建成后的郑韩湿地文化园将作为城市中心区的一
块绿洲，可以有效地改善周边的居住环境及投资环境，
以生态环境为主体，突出自然水系和休憩观赏等多种功
能，成为景观休闲、艺术展示和生态体验的核心场所。
基于城市发展环境形成的新城市空间，时尚壮观的景观
形象、悠远绵长的地域文化，与上游的轩辕湖景区一体
成为新郑市的标志性景观，不仅能改变新郑市的生态水
系和景观格局，让城市更加美好，同时对实现城市可持
续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深远意义。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也是一笔重要
的无形资产。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
映、相互渗透，让新郑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
市日益彰显出无穷的魅力。新郑市中心城区
是以黄帝文化为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将以
华夏五千年的文化和新区的现代建筑巧妙地
进行结合，让人在感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能
穿越时空与中华古老的文化相碰撞。新郑黄
帝故里、郑韩故城都是悠久历史文化的见
证。在此基础上，新郑市对新区进行了规划，
将着重打造黄帝故里景区和郑韩故城城墙遗
址公园，充分发挥文化的品牌作用，着力提升
城市形象。

黄帝故里
新郑市拥有 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5000

年的黄帝文化和 2700 年的郑韩文化。中华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就出生在这里，并在此一

统天下，播撒文明，掀开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篇
章，新郑也由此被誉为“黄帝故里”、“中华第
一古都”。

新郑黄帝故里，既是黄帝长期活动之所
在，更是其建邦立国之地，史籍记载延续不
断，斑斑可考；附近地区有关黄帝的活动遗址
遗迹众多，有关黄帝的传说故事经群众口耳
相传，世代不绝，与相关遗迹交相映证，更为
生动传神。

作为中华民族重要主体文化、源头文化
的中原文化，其根脉和核心就是黄帝文化。
而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正是这种中原文
化、黄帝文化最具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
的生动体现，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独领风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认知作用、引领
作用、推动作用、支撑作用和凝聚作用，成为
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和海内外华人魂牵
梦萦的精神寄托。“要拜祖，到新郑”已成为海

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黄帝故里正成为
海内外炎黄子孙心中的民族圣地和共有的精
神家园，黄帝文化已成为新郑、郑州乃至河南
的文化“名片”之一。同时，新郑市的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
遗产。

郑韩故城
雄踞轩辕之丘、溱洧之滨 2700 余年、绵

延 45 里的郑韩故国都城，位于新郑市双洎

河（古洧河）与黄水河（古
溱水）汇流处，也就是今天
新郑市区内，是我国现存
比 较 完 整 的 东 周 城 垣 。
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1 年被评为“中国 20
世 纪 百 项 考 古 大 发 现 之
一”。郑韩故城是郑国和
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并
因此而得名。

现存的郑韩故城面积
约 16 平方公里，周长 20 多
公里，墙基宽 40 米~60 米，
顶宽 3 米~5 米，高 6 米~19
米，平面呈牛角状，俗称 45
里牛角城。它是世界上同时
期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土城，
是我国唯一的现存地面并且
保存完整的东周城垣。它所
拥有的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
教育意义，充 分 发 挥 了 文
物 见 证 历 史 、弘 扬 传 统 、

加强文化认同的独特社会功能。
郑韩故城属于大型古代城市遗址，是中

华民族祖先创造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
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将起到凸显城
市特色、彰显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因
此，新郑市着手规划建设郑韩故城城墙遗址
公园，通过文化碑林、模型展示、景观小品等
多种手法，将其打造成串联各个功能区的一
条城市景观纽带，同时也展现出新郑源远流
长的灿烂文化。

中心城区新区
宜居宜业之地

文化为魂
增强城市魅力

发展现代服务业
新区注入新动力

编者按

郑韩故城城墙遗址公园（效果图）。郑韩故城城墙遗址公园（效果图）。

在新郑市人民路黄帝像东侧，一栋高层
建筑虽然还没有落成，但是却吸引着众多市
民的目光，它就是丹尼斯·庆都生活广场。

“我们都很期待，丹尼斯的落地将为我们市
民购物、休闲提供极大的方便。”市民赵阳告
诉记者。

除了丹尼斯、万佳这样的大型综合商场，
附近还有郑州银行、金谷村镇银行等，这些现
代服务业的入驻，为新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生机与活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业在推动经

济增长、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等方面所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一年来，新郑市中心城区
瞄准国际一流设计、策划公司和都市规划设
计思路，在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还通过大力
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商贸物流、文化体育、居
住休闲等产业的发展，做活做优服务业这篇
大文章，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新郑市充分发挥中心新郑市充分发挥中心
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着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着
手打造商务中心。图为中手打造商务中心。图为中
心城区商务中心效果图。心城区商务中心效果图。

新郑是以黄帝文化为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根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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