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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 风力西北风2～3级 温度最高30℃最低22℃ 降水概率 1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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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方呈现力与美的世界。纵情的
舞者，名叫郑东新区。

笃定、自信的郑东新区，就这样一路翩
然舞来，把内陆地区新区建设的成功样本铺
陈在青春勃发的中原腹地，也把一种撼人心
魄的卓越力量镌刻在异军突起的广袤中部，
成就了一座创新之城、效率之城、活力之城、
品质之城。

创新，效率，活力，品质，承载着郑东新
区的现在与未来，彰显着新城区建设经典之
作的样本风范。

这种样本力量，于追求卓越的郑东新
区，于火热开局的郑州都市区，于精心构想
的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都具有弥足珍贵
的榜样价值。

（一）
样本力量，源于创新，兴于创新。
创新，肇始于决策者高瞻远瞩引领一座

城市求新求变。
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原野,偶尔显现的

低矮建筑，标注着千年农耕文明的如常陈列。
此时，一个依托老郑州机场搬迁改造而提出的
郑州港澳新城（亦称郑东新区）设想，正在决策
层中讨论。郑州，面临着一个难得机遇。

2000年，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在组
织研究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
时，把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带动河南跨越
式发展的问题摆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
置。这一战略被冠名为“中心城市带动”。

当年的 12 月 20 日，李克强在向省委六
届十一次会议作“十五”建设说明时强调，要
以推动郑州市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为
目标，以强力开发郑州的新区建设为重点，
拓展城市框架，加快人口集聚，改善基础设
施，完善城市功能，加快产业发展，提高城市
管理水平，提升在全省的首位度，增强经济
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充分发挥其区域强
项、信息、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的作用。

2001年1月的一个下午，这个新区被河
南省和郑州市的决策者命名为“郑东新区”。

2001年8月，李克强同志听取郑州市关
于新区规划的汇报时，果断拍板：要抓住这
个优化城市布局的机遇，把包括老机场、经
济开发区在内的区域整体规划，连片开发，
打开郑州发展的空间，用国际化眼光和思
维，高起点、大手笔，重新规划建设“郑东新
区”，使其成为带动郑州及全省的龙头。同
时，他明确要求：“郑州市党政一把手亲自抓
郑东新区的规划建设。”

一个现代化城市的规划实施，需要决策
的魄力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一个原本3平方
公里的“新城”设想，被规划总面积150平方
公里、规划人口150万的“郑东新区”宏伟构
想所取代。拉大城市框架、加快城镇化进程
正式拉开序幕!

东区构想，生逢其时。上世纪末，作为
近亿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郑州虽然有着良
好的区位和枢纽优势，交通、商贸物流发展
条件较好，但也存在着首位度低、产业相对
薄弱、中心城区偏小等问题，特别是因陇海、
京广线路交叉分割，郑州的拓展空间受到制
约，与承接产业和人口集聚、支撑服务、辐射
带动全省及中西部地区发展、建设成全国区
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极不适应。

数据为证。到2000年，郑州建成区面积
只有 133.2 平方公里，人口 259.1 万人，全市
国内生产总值73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仅为
46亿元。环顾四周，西部开发的春潮已澎湃
而起，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新浪也悄然涌
动。作为东引西进桥头堡的郑州，意欲伸展
拳脚却空间狭小，意欲辐射周边却势单力薄。

郑州，亟待破壁突围。
新世纪元年，决策者高瞻远瞩，郑东新

区应运而生。
创新，让郑东新区用规划触摸“世界

之巅”。
2001 年，东区刚刚取名，郑州就以非凡

气度引来国际顶级规划大师同台竞技。高
端规划，为许多年后各方赞许的都市样本描
摹出清晰影像。

因为史无前例的国际招标、因为顶尖专
家的严格评审，孕育中的郑东新区，得以站
在世界制高点上谋划城市未来，得以与国际
大都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发建设新城。

生态城市，共生城市，环形城市，低碳城
市，新陈代谢城市，地域文化城市，这些当今
世界最为先进的设计理念，精巧融合在郑东
新区的六大功能区块。全球领先的城市设
计概念，又与厚重中原的诸多文化元素浑然
天成，相得益彰。

创新，让郑东新区开发建设精品迭出。
无论是投用6年的东区第一建筑国际会

展中心，还是正在建设的东区最高建筑会展
宾馆，都是创新设计、工艺、技术和运作的典
范之作，屡屡摘得“詹天佑奖”、“鲁班奖”，既
是业界真诚褒奖，更是社会由衷赞赏。

创新，让郑东新区精于统筹，发展为民。
东区起步于郑州近郊，拆迁安置任务之

重不言而喻。异地迁建、集中安置、合村并
城、帮扶就业等创新理念的成功实践，让东区
规划区内5万多农村居民顺利转型，在大美
之城安居乐业，既助推了东区开发，也为郑州
都市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和谐发展蓝本。

创新，已成长为魅力东区的鲜明气质。

（二）
样本力量，积于效率，成于

效率。
讲求效率，让郑东新区在高

速发展中再造一座都市，张扬速
度之美。

寒暑易节，春风九度，东区长
高了、长大了，出落得妩媚、淳美。
许多人眼中曾经遥不可及的图画，
就在一种郑州速度强力催动下，摩
肩接踵走出纸卷，幻化为现实风
景。在东区，从基础工程到公共设
施，从单体建筑到城市组团，都体
现了速度与质量的完美结合，都是
力与美的经典呈现。这座崛起于
荒野、包括经开区在内建成区已达
88平方公里的现代新城，吸引了世
界各地的参访团接踵慕名而来，满
载而归。2003年以来，经东区管委
会接待办迎送的国内外考察团、
采访团、市民参观团就有 8700 批
次，参访者超过30万人次。

讲求效率，让郑东新区在善

于运作中破解发展难题，透射方
法之美。

郑东新区并非行进在一条风
和日丽的坦途中。前方，一样有
很多歧路；前路，同样有许多风
雨。许多年来，长袖善舞的东区，
一直用行云流水般的精妙手法，
聚合资金、土地、人才、信息、技术
等要素资源，巧解政策、体制、环
境等外力约束，在精心运作中破
解一系列发展难题，让效率东区
声名远播。

讲求效率，让郑东新区和中
心城区在同步发展中共生共荣，
演绎和谐之美。

新城区惊艳出妆，老城区焕
发炫彩。郑东新区的高速扩张，
摒弃了以牺牲中心城区发展为代
价的惯常模式，为老城区改造提供
了条件和空间。与郑东新区规划
同步，郑州中心城区保护改造规划
随之制定，中心城区背街小巷改
造、景观街整治、城市路网改造、街
区游园建设等工程相继启动，中心

城区由十年前的133平方公里扩张为251平
方公里，人居环境、发展环境日臻完善，有效
实现了与新区的功能对接、产业融合和资源
共享，呈现出古老与时尚互动、传统与现代
共荣的统筹格局。

（三）
样本力量，发于活力，增于活力。
东区的活力，体现在内生动力强劲。
东区深度聚合力和高度执行力的背后，

蕴含着东区势头强劲的内生成长动力。究
其根本，在于东区准确把握了现代化城市建
设发展的基本规律并遵循规律求新图变。
建设初期，东区管理层也曾因资金紧缺而一
筹莫展，但省委、省政府给政策、建机制，主
要领导亲自推动，利用市场机制撬动数百亿
资金流，使东区步步为营，吸金纳银，用市场
化手段疏浚了资金通道，社会资本竞相涌
入。从2003年的55亿元到2010年的220亿
元，细数八年来郑东新区的千亿投资，社会
资金占比超过70%。

东区的活力，呈现出发展张力日增。
东区的发展，不单停留在建起许多高

楼、路桥和绿地的层面，更多体现为迅速集聚
了一大批产业巨擘，形成了以高端服务为主
的城市新业态。定位于中原现代服务业核
心集聚区，东区荟萃了金融服务、企业总部、
现代物流、会展旅游等八大产业。3000多家
中外企业竞相涌入，25家世界500强企业纷
至沓来，47家国内500强企业抢滩登陆，使得
这里的发展张力空前释放，东区因此成为郑
州都市区建设乃至中原崛起的新引擎。

东区的活力，表现为辐射能力超群。
得益于郑东新区的高速扩张，郑汴新区

应运而生，郑州国际物流园区、航空港区规
划建设快马加鞭，一批城市新组团次第崛起
于东区外围，周边城市敞开胸怀对接郑州。
借力东区快速发展，传统农业大县中牟崛起
工业园区，全县过半区域成为投资热土。借
城市东扩之影响，郑州张开臂膀迎接开封，
郑汴融城步伐骤然加快。黄河之北的新乡，
南部的许昌，主动呼应郑州的发展。随着综
合交通枢纽工程投用和放射状城际铁路的
开通，东区驱动的滚滚财源，将到达更多城
市，辐射更远区域。

活力东区，激活了内外发展要素，带活
了中原发展棋局。

（四）
样本力量，秀于品质，精于品质。
品质东区,是精美城市景观的集大成者。
以各色风格陈列建筑艺术的特色楼宇，

用文化元素展示丰厚底蕴的城市雕塑，让多
元呈现、个性鲜明的城市景观，闪亮在东区
的每一个区块。不仅如此，这里绵延不绝的
绿化带高低起伏，形成了35万平方米的“郑
州之林”，闹中显静，让人流连忘返。100 米
宽的如意河、昆丽河，30 公里长的“三河一
渠”，碧波荡漾，交相辉映，形成一道道波光
流转的灵动风景。湿地公园流水淙淙，湖滩
相连，每天都在吐故纳新。城市，在郑东新
区呈现出别样风韵。

品质东区，是和谐共生城市的经典
模板。

城市，属于这里的居民，也属于栖居
于此的所有生命。共生形态初具的郑东
新区，既体现为人与现代都市的和谐共
生，也涵盖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
还彰显了人与其他物种的和谐共处。在
绿网相连、水系互通的东区，无论是水生
动物还是陆地生灵，都与这里的居民平等
共享城市空间，共有城市家园。它们不会
被密织路网和穿梭车流阻断前行之道，也
不会因为河湖纵横而迷失归家之路。它
们，也是城市家园的成员。

品质东区，是宜居宜业城市的成功范例。
水域靓城，花园都市，不仅仅是东区的

目标定位，也是居民和观光客的齐声评价。
生态宜居的郑东新区，目前已吸引 32 万人
竞相入住，无论投资，还是创业，都呈现出旺
长局面，东区 CBD 更成为产业升级的强力
引擎。目前，CBD金融业态涵盖所有金融服
务领域，河南煤化工集团等3家省内超千亿
企业总部入驻东区，华能等五大发电集团河
南分部全部落户东区，总部经济渐成规模，
金融支撑动力十足。

（五）
朝霞满天时分，我们立于东区 CBD 商

务外环圈层的楼顶，俯视错落有致的绿带、
水系、路网、楼宇，静心品味作为新城规划建
设成功样本的美丽东区。

极目天际，我们恍然读懂了文化特质的
样本东区！

坐拥影响久远的样本力量，郑东新区已
不再囿于一个空间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升
华为一笔精神财富，体现为一种发展接力、一
种思想延续、一种文化传承、一种范例带动。

创新之城、效率之城、活力之城、品质之
城的样本力量，正在东区外围孕育和催生一
众追随者。他们，是规划中的城市新组团，
是担纲郑州都市区未来建设的主力军。

因为东区的样本力量，郑州都市区建设
已自信迈步；因为新组团的追随跟进，荟萃
现代都市景观的郑州城市群，承载着绿城人
民美好祈愿的郑州都市区，必将花团锦簇，
香溢中原！

中原经济区建设大幕开
启，郑州都市区建设火热开局，
乡村城镇化新潮涌动，城市新
组团竞相发力。郑州，正立于
新起点眺望未来。

穿越厚重的历史尘烟，一座
古城前行的步履历经数千年仍
清晰可鉴。从8000年前的裴李
岗文化，到3600年前的商都城文
明，让曾经孕育东方早期城市文
明的郑州铄古铭今。

如何用一座现代都市重铸
城市文明和发展辉煌？作为近
亿人口大省的省会，如何在保护
改造老城区的同时，通过新区建
设拓展城市空间，把郑州建设成

为国家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引领中原城市群发展？迎着新
世纪的曙光，时任河南省省长的
李克强同志果断拍板：以国际化
视野，高起点、大手笔规划建设郑
东新区，辐射带动周边和全省。

至此，一个名为“郑东新
区”的都市版图横空出世。

规划建设郑东新区，意在
破壁求解、带活全局。

东区破壁，破解的是现实之
惑，破解的是发展之滞，破解的
是观念交困，破解的是时空迷
局。而今，金融都会、名商总部、
人才高地、大型枢纽，让破壁求
解的郑东新区成长为创新之城、

效率之城、活力之城、品质之城，
其鲜明特点矗立起全国新城区
建设的典型样本。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郑东
新区的成功样本给出这样的评
价：“这次看到郑东新区，有三
个鲜明特点：一是规划思路新，
采用组团式布局搞了六个组
团；二是规划建设起点高，汇集
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
念；三是市场化运作，不但郑东
新区建设起来了，整个城市建
设也活了。城市面貌的改观，
改善了群众生活环境，改变了
河南的形象。”

东区实践东区实践··求解图破壁求解图破壁
本报评论员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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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勇 刘俊礼）昨日上午，我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九十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在郑州青少年宫隆重举行。

市委书记连维良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大会由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吴天君主持。市委常务副书记李柳身宣读表彰决定。

市领导白红战、李秀奇、王璋、姚待献、丁世显、胡荃、高建慧、王
林贺、李公乐、孙金献、刘贵新、乔新国等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市各条战线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务工作
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郑州跨越式发展
的伟大实践，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涌现出一批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大会对新密市、荥阳市、巩义市、金
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等6个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区，非公
经济组织党建先进县（市）登封市，党员教育先进县（市）新郑市，农
村基层民主建设先进县（市）中牟县，城市社区区域化党建先进区二
七区、中原区，党员志愿者服务先进区上街区，巩义市鲁庄镇党委等
500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牛志国等 300 名优秀共产党员和张金保等
2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连维良代表市委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和
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示热烈的祝贺。

连维良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90 年不平凡的
光辉历程，回顾总结了郑州人民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
辉历程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连维良指出，在9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郑州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用平凡之举谱写了一曲曲共
产党员的时代颂歌，以实际行动展现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连维良强调，回顾郑州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实践证明，必须始终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倍加珍惜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始终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倍加珍惜改革开放的
丰硕成果；必须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倍加珍惜党同人民群众的
鱼水关系；必须始终坚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倍
加珍惜和保持先进性。

连维良要求，面对新形势下的严峻挑战和发展重任，必须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使命，再创新业绩。一是一
定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市委决定，在全市公务员队伍中开展“发
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政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二是一定要进一步
强化党的宗旨意识。我们必须坚持廉洁为民、勤政为民、务实为民、文
明为民、依法为民、高效为民；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为民服务、受民监督。三是一定要进一步强化党的廉政建设。每
个党员干部都要筑牢拒腐防变的心理防线，筑牢保住清白的现实防
线，力戒“索贿”主动腐败，力戒“受贿”、“沾光”等被动腐败，始终保持
清正廉洁的品行和操守。四是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
清醒地看到，我市党员干部队伍的作风问题依然突出，每个党员干部
都要牢记责任，崇尚奉献，杜绝一切懈怠；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勤政高
效，消除一切迟延；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求真务实，摒弃一切形式主义。
五是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
政基础在基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真正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社区
党建工作，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六是一定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全市上下要深入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着力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性；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
好示范表率作用，广大共产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转变作
风，带头解决问题，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持续深入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要硬化细化条件，围绕中心工作和重点项目，分级细化目标要
求，制定具体量化考核标准；要继续推行公开承诺机制，重点围绕“畅
通郑州”工程、平安建设、创建文明城市、重大项目建设等中心任务，保
证承诺事项看得见、定得实、做得到。七是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本职
工作。当前，全市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大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成绩也有目共睹，但与发展的要求、人民群众的重托还有不少差距，在
项目建设、城市建设、社会管理、政务公开等领域，我们还存在不少问
题，仍面临着许多十分紧迫的工作任务。

连维良强调指出，面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肩负
郑州都市区建设的重大责任，我们任重道远，关键在“做”，重做方能铸
重心。重是压力，我们逆水行舟、慢进则退；重是动力，我们抢机而为、
顺势而上；重是责任，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

思想、超越自我，站位全局谋发展，埋头苦干求跨越；我们必须担当中原经济区重心之重任，站得高一些，看
得远一些，走得快一些，搞得好一些，各项工作必须走在全省前列，真正成为全省的首善之区。重做，关键在
求实。不具体就意味着不落实，抓落实就是“抓不落实”，抓不落实的事、抓不落实的人。重做，根本在求
效。低效率、消极怠工也是腐败。要养成“郑州作风”，提升“郑州效率”，建立选人用人的“郑州机制”，建设
宜投宜业宜居宜游的“郑州环境”。重做，落脚在为民。衡量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效果、有多大效果，关键看老
百姓生活是否舒心，感觉是否幸福，要以改善民生赢得民心，以民心凝聚合力，以合力推动发展。

连维良围绕以重做铸重心提出四个方面的明确要求：
第一，重“做”，就要扎扎实实做好关系全局的中心工作。必须加快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着力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尽快实现郑州都市区建设实质起步；必须完善工作机制，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迅速
改变部分产业集聚区的落后局面；必须集中力量，花更多领导精力解决土地问题，全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
尽快落地；必须和谐解决拆迁、阻工问题，全天候联审联批，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必须加快推进社会管
理创新，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必须加紧做好城中村改造和
城郊村合村并城工作，在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确保城中村改造和城郊村合村并城工作
快速、平稳、有序推进。

第二，重“做”，就要扎扎实实做好关系民生的具体工作。 （下转第二版）

宋砦人饮水思源感党恩

“红七月”系列活动庆党华诞
本报讯（记者 汪辉） 昨日，有着

“全国文明村”、“全国十佳小康村”等诸
多称号的金水区宋砦村启动“红七月”
系列活动庆祝建党 90 周年。省市领导
叶冬松、白红战、李秀奇、姚待献等出席
启动仪式。

位于金水区的宋砦村面积只有0.6
平方公里，全村农业人口近 700 人，外
来务工人员 8000 多名。30 年来，该村
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大胆突破，敢
于创新，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道

路，一个昔日贫穷落后的农业村变为完
全融入都市的新社区，培育出了弘润华
夏大酒店、丰乐园大酒店、金苑面业等
知名企业品牌，实现了由农业向工业、
商业、服务业的历史性转变。宋砦村先
后被评为“河南省明星村”、“全国文明
村”、“全国十佳小康村”等。目前，宋砦
村家家拥有资产数百万元，村民进城后
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完全解决，真正
实现了“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0
年全村人均收入近5万元。

在建党 90 周年到来之际，宋砦人
为表达对党的感恩之情，决定开展“红
七月”系列庆祝活动，通过回顾党的光
辉历史，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进一步坚
定跟党走的信念和决心，继续调动和凝
聚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新
农村建设水平。 活动为期一个月，内
容包括唱红歌、书画摄影展等。

当日，由全国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
参加的“宋砦巨变与党的领导”理论研
讨会同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