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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 风力偏北风3级 温度最高30℃最低24℃ 降水概率 8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一尊和谐、遒劲的如意雕塑挺立
在郑东新区的绿意之中。

如意，一种象征祥瑞的器物，这是
郑东新区的“图腾”，也向人们传递着“和
谐”“幸福”的城市理念和美好愿望。

2003 年 1 月 20 日，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奠基，标志着郑东新区建设大幕
正式开启。160亩的如意湖水域面积，
连南贯北，一个摇曳多姿、充满灵性的
水系初现端倪。从此，郑东新区有了

一个响亮的名片：水域靓城。
2010年10月16日，规划面积6平

方公里的龙湖动工，相当于56个如意
湖大小，比杭州西湖略小，水域靓城名
副其实。

站在郑东新区的街头，现代城市
的繁华与水域靓城的恬静相得益彰。
空中俯瞰，如意湖与龙湖，通过如诗如
画的运河紧密相连，形象地构造了一
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如意”。

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
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几乎成为所
有城市的梦想。在求高、求大、求强之
风盛行的氛围中，郑东新区独辟蹊径，
提出走建设“宜居郑东”之路，摆脱钢
筋水泥“堆砌”CBD，这无疑是一个颇
具胆识和智慧的抉择。

遵循宜居与幸福这两大现代城市建
设的内涵，郑东新区，这座水域靓城一开
始就表明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

东区实践东区实践··求新辟蹊径求新辟蹊径
本本报评报评论员论员

（一）
城市发展，增强城市功能和建

设宜居城市是灵魂。创造性的构
思，打破了“千城一面”的尴尬。

2500 年前中国的《诗经》中就
有“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表达了
人们对宜居的向往。

1948 年 10 月郑州市解放时，
5.2平方公里的市区内没有一个公
园和苗圃，仅有 77 株行道树，庭院
树木寥寥无几。

热爱绿色和自然的郑州市民
开始造绿行动，上世纪 80 年代，
因绿化成绩斐然获得“绿城”称号
而名扬全国。

2000 年，河南省和郑州市的
领导在提出高标准高起点建设郑
东新区决策之时，就特别强调了
生态和宜居的建设理念。建设生
态宜居城市，是郑东新区“十年建
新区”跨越式发展目标。“宜居”这
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郑州城市建
设历史上。

郑东新区在建设之初，没有单
纯效仿上海陆家嘴、深圳福田等样
板，而是另辟蹊径。生态、共生、新
陈代谢、环形城市，这些至今在国
际城市规划领域尚属先进的理念，
在 9 年前进行的郑东新区规划时
贯穿始终，至今都不落伍。

郑州第一次站在和西方发达
城市同一标准、同一理念上进行城
市建设，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提
升了河南形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理念，宜居生态城市观念开始深入
人心。

（二）
一个周末的郑东新区。
上午，广场、小游园和湖边，随

处可见推着婴儿车的母亲、玩滑板
的时尚青年、唠嗑的银发老人，人
们在满眼葱绿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下午，市民泛舟于宽 100 米的
如意河、昆丽河上，品味着“城在
水中，水在绿中，人在画中”的完
美境界。

夜幕降临，桥梁、高楼、会展中
心、雕塑，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如意湖的音乐喷泉不期而至，湖
面像盛开的花朵，高达 80 米的喷
泉组成的声光水画面，令观者如
痴如醉。

“白日风情诗意足，夜色入画
更动人”。短短 9 年，郑东新区的
大美展现在人们眼前。

如今，东区累计完成景观绿化
面积 1300 万平方米，建成城市公
园、小游园 40 多个，整体规划绿化
率接近 50%，人均绿地 47.11 平方
米，水域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米，
河道通畅，水质优良。

有所弃，才能有所取。“城市核
心区建湿地公园，一半土地是绿
地，在国内新区建设中很罕见，大
家也很疑惑，后来国内外的开发商
都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来投资，环境
与形象也是一种生产力。”一位曾
参与郑东新区建设的领导说。

如今，来到郑州的游客，除了
游少林寺、赏洛阳牡丹、观开封龙
亭，游览的重要一站就是郑东新
区。据郑东新区管委会统计，截至
目前，他们已接待世界各地考察团
30万人次。

曾有人这样评价郑东新区：她
有苏州一样的稳定和安逸，有上海
的雅致和精巧，有深圳的活力与激
情，有天津的大气与磅礴，它身上
则独有这一份深深的厚重，让人回
味悠长。

（三）
在上海工作的郑州人小徐，

正是看中了郑东新区的宜居环
境，放弃在上海置业的想法，回到
了家乡。

“城市越来越拥堵，每天忙碌
的工作后，面对喧闹嘈杂的人居环
境，感觉几近崩溃，把房子买在环
境好的城市，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轻
松感。”

居住的概念总是不断更新的，
像小徐一样，人们越发向往宜居的
轻松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这个陶渊明笔下的景象，逐渐
成为都市人的“理想生活”。

郑东新区开车不堵。这里路
网四通八达，已铺建城市道路 269
公里，“环形城市”的设计理念，让
车辆快速聚集，快速散开。

这里更看不到“天天挖沟”场
景和私搭乱建的线杆。建设之初，
水、电、气、暖、通信等管网提前铺
设，11万伏的变电站全部入地。

这里及早为“私家车”进入家
庭做足了充分准备。因为 CBD 大
大小小的停车场达到 76 个，停车
位超过 2.2 万个，只有 3 平方公里
的 CBD，如此众多的停车场，创造
了全省之最。

这里的小区鲜见“防盗窗”。
小区技防和物业管理拥有全国先
进水平，完成了“数字城管”和“平
安东区”的融合对接，指挥中心监
控设施已实现运行。

这里的社区商业如火如荼，全
国最长的商业步行街——3.6 公里
长的CBD商业步行街投入运营。

因为宜居，截至 2010 年年底，
东区建成区面积 65 平方公里，入
住人口 30 余万，CBD 入住率超过
90%。

如今，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
变电站、热电厂、水厂、气源站等合

理布局、超前建设，还预留了未来
的发展空间。

“做梦都想在公园一样的城市
里生活，一到新区，我就乐了，梦
想成真。”市民吕先生购房后喜于
言表。

法国巴黎著名建筑设计师保
罗·安德鲁则将郑东新区与巴黎
相媲美。“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
市，与巴黎类似，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采用了生态城市的理念，
让城市建筑与自然为一体。”而意
大利的游客则说，这里就像意大利
的花园。

（四）
站在CBD的高楼顶层，放眼望

去，不大的区域内，大大小小七八
个学校的操场有序分布着。截至
目前，东区已建成小学 25 所，中小

学在校学生接近 2.5 万人，初步形
成了较为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

省疾控中心、市紧急救援中心
建成投入使用，省直三院、颐和医
院基本建成即将投用，郑大一附院
和市儿童医院开工建设，10余个医
疗卫生网点投入运行，医疗设施日
益完善。

许多人感慨与好奇：9 岁的郑
东新区，越建越年轻，魅力也不断
涌现。

这得益于宜居的定位，更得益
于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人们宜
居乐居之后，对城市提出了更高要
求，回归自然，达到人类、城市与大
自然合而为一。”曾担任黑川纪章
助手的周定友说。

郑东新区呈现的实景的确如
此。35 万平方米的“郑州之林”，
高低起伏的山地，集 200 余种植物
于一体，让生活在平原的人们可
以感受山林之美，聆听自然天籁；
30 公里长的“三河一渠”，与周边
的绿化带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生
态回廊，让人过着亲水的绿色生
活；湖滩相连的湿地公园，绿色植
物净化着如意湖的水质，多样生物
也让人流连忘返。

住在联盟新城的樊先生感受
很直观：白天随时可看到蝴蝶、
喜鹊和昆虫，晚上还能听到蝉鸣
蛙叫。

龙湖地区“生态宜居”思维则
更为超前。今后，龙湖 CBD 副中
心地上只允许公共交通车辆行
驶；龙湖中央的生态小岛，不允许
人进入，是给鸟儿等动植物提供
的乐土。

（五）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

士多德提出了“人们居住在城市是
为了生活得更好”。

为了让东区更宜居、更美好，
管委会曾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前往
世界有名宜居城市学习和借鉴先
进经验，其中新加坡的宜居态度和
模式备受东区人的瞩目。

新加坡已连续多年，在世界
宜居城市排名榜中，荣登“最适合
亚洲人居住的世界城市”，以及

“最适合欧洲人士居住的亚洲城
市”榜首。

新加坡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复
合型城市的规划定位。比如，在一
个小区域组团内，快速轨道系统延
伸到新的城镇和居住区中心；开发
多样的绿色网络和水域，保持着绿
地率为50％的标准；留出足够土地
用于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博物馆、
艺廊和图书馆的建设；将产生污染
的企业尽量设置在一起，以使它们
的隔离带能相互叠加，减少对周围
区域的影响。

“要想实现真正的宜居，从蔓
延到紧凑，是一种宜居性、多样化
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策略，复合型
城市是未来城市建设的趋势，一、
二、三产业复合，经济、人居、生态
功能复合，而郑东新区就是这样的
现代复合新区、新型城市化的样
板。”周定友说。

如今，居住在郑东新区的人们
已无需车马劳顿穿越城区，就能在
小范围内实现工作、居住、休憩、医
疗、教育等需求，这样的生活方式
才是真正的宜居。

（六）
有了和谐城市，才有和谐国

家；有了宜居城市，才有国民幸福。
郑东新区正编织着大城之

梦，它带来的生态、宜居、共生理
念深深植入城市规划之中，提升
着古老郑州的城市品位与档次，
也带来了人们幸福指数的不断
攀升。

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开局，省市
领导反复强调，城市的主体是人，
发展的动力和落脚点也是人，要有
宜居组团的发展理念，明确提出打
造宜居教育城市、宜居健康城等。

“宜居城市”不是世界第一的
高楼、排名靠前的 GDP、比天安门
广场还宏大的广场……而是力求
让百姓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益处，
比如说公平的就业、教育机会，良
好的居住条件，不受交通、污染等
问题的困扰等。

国际化的视野和高站位的规
划定位，郑东新区的宜居建设不
仅为郑州都市区的建设提供了良
好范本，也为国内城市建设探索
出了一条通过和谐达成宜居的发
展思路。

一年拉框架 三年出形象 五年成规模

经开区加快推进由区向城战略转型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经过“十一五”

期间矢志不移实施工业强区战略，经开区
已集聚了足够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产业
布局。为进一步提升产业层次、发展高端
制造业，该区正在启动由“建区”向“造城”
的战略转型，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创造一
个功能完善、品质高尚的城市环境，把经开
区打造成郑州都市区先进制造业新城。

今年上半年，随着东风日产、海马汽
车、富泰华电子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建成投
产，宇通大河专用车等8个项目的开工建
设，经开区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走在了全市前列，综合排
名全市第一。下半年，还将有 23 个项目

陆续开工，一批项目全面投产，一批企业
准备上市。

“‘井喷’的经济离不开繁荣的第三产
业来配套，唯有实现由‘建区’到‘造城’
的战略转型，才能在郑州都市区建设中争
取主动。”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张延明说，市
委、市政府提出，经开区由“建区”到“造
城”的转变，并确定了“一年拉框架、三年
出形象、五年成规模”的进度要求，给经开
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目前，
该区更多资源、人力、物力正在向“造城”
上配置：上半年，全区投资 2.25 亿元新开
工建设道路 29 条，新增绿化面积 2.08 万
平方米，完成6条道路积水点改造工程。

下一步，经开区将加快推进经开区由
区到城的转型。按照规划先行、适度超
前、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原则，迅速启
动先进制造业新城规划修编工作。抓好
项目这一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支撑点，大
力开展产业集群招商，优先引进规模大、
实力强、品位高的商住地产项目。围绕
提升速度、提高水平，扩大规模、扩大效
果，促进企业、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
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人
口向城镇转移。着眼先进制造业新城建
设，全力打造20个百亿产业集群，确保在
全省率先成为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的
产业集聚区。

连维良调研基层办事大厅和重点工程建设情况时强调

办好办事大厅方便人民群众
抓住有利时机加快重点工程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昨日上午，市
委书记连维良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
到市规划局办事大厅、金水区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龙湖工程建设工地和郑州国
家干线公路物流港进行调研。

市领导赵瑞东、孙金献、张建慧，市
政府秘书长张学军一同调研。

在市城乡规划局办事大厅和金水区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连维良每到一个窗
口都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
作职责、组织架构、工作流程等方面的情
况，并与正在办理有关手续的市民深入
交谈，广泛听取群众对请办事项办理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连维良指出，办事大
厅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在提高
行政效率、方便人民群众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要按照方便、快捷、高效、为民的
要求，进一步完善办事大厅人员、设备配
置及管理制度，积极推行“一人多岗”工
作制，在满足老百姓办事需要的前提下，
尽量降低行政成本和人力成本；要进一
步优化审批程序，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
千方百计减少审批环节，切实提高办事
效率；要进一步创新审批形式，大力推进
电子政务、网上审批，确保各项审批提速
提效；要进一步加强内部建设和管理，落

实好各项便民为民服务措施，规范服务
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树立窗口形象，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快捷、更优质、更全面的
政务服务。

龙湖工程是我市今年的重点工程。
据了解，目前，防渗墙浇筑已完成工程量
的 57.3%，配套项目建设、拆迁安置、规
划优化等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前将
蓄水，形成景观水面。在龙湖建筑工地，
连维良一行实地察看导向槽施工工地，
听取龙湖工程建设情况。连维良指出，
龙湖的开发和建设是我市城市建设的
重中之重，是郑州新区开发的点睛之
笔。要抓住汛期前便于施工的有利时
机，加大组织协调力度，日夜兼程，充实
力量，科学施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
提下，千方百计加快进度，最大限度地为
蓄水争取施工时间。要统筹做好拆迁安
置工作，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深
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安置、生活保障等方
面的工作，确保和谐拆迁。要创新开发
模式，充分利用城市融资平台的作用，加
快配套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加快项目谋
划和引进，切实提高龙湖区域综合开发
效益和水平。

在察看了郑州国家干线公路物流港

规划和建设情况时，连维良指出，加快公
路物流港的建设是郑州物流业发展的现
实需要。要统筹考虑物流港各功能区设
置，按照宜居宜业的理念，进一步优化物
流港规划，完善配套功能，着力打造现代
化宜居宜业的物流城。

调研中，连维良就城市管理工作强
调指出，城市管理事关城市形象，与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
市绿化美化工作，重点在科学管理、精心
维护上下功夫，解决好城市脏乱差问
题，让城市常绿常新、美化净化；要加
快各项市政工程进度，特别是对占道
施工的市政工程要加班加点，精心组
织，压缩工期，尽快还路于民；要切实
加大违法建设的治理力度，各相关部
门要密切配合，综合执法，严厉打击、
严格控制各项违法建设行为，规范建
设秩序；要高度重视城市垃圾处理工
作，合理规划和建设城市垃圾收集、分
解、处理场所，提高城市垃圾的分解处
理能力；要切实做好城市河道治理工
作，各相关部门要加大投入和组织力度，
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和评优评差制度，
提高河道管理水平，让每条河道都能够
成为城市的靓丽风景。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 实习生 李
娅敏）为进一步加快京沙快速通道工
程进度，推进畅通郑州建设，昨日下
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到京沙
快速通道工程建设现场进行视察，再
次就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
调，督促工程进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旭彤、秘
书长刘焕成参加视察，副市长张建慧、
市政府党组成员赵武安陪同视察。

针对京沙快速通道工程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白红战进行现场协调。他
要求，在施工过程中，相关建设单位和
部门要按照工程建设的总体要求，倒
排工期、细化责任、各负其责、加强督
察，积极协调解决铁路、电力方面的问
题，加大保全街人行天桥的规划建设，
及时解决工程中存在的问题；雨季即
将来临，在施工中要注意做好防汛工
作，确保施工安全；部门要全力配合，
克服困难，保证京沙快速通道年底全
线开通，把这项民心工程办实办好。

加快推进京沙快速通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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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科技创新
背后的“南京服务”

市领导调研汽车产业发展
并就重点项目现场办公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昨日，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吴天君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我
市汽车产业发展进行调研，并就相关重点项目
建设现场办公。吴天君强调，要充分认识汽车
产业在郑州市构建全国重要区域性中心城市中
的战略地位，把汽车产业打造成为郑州市的重
要支柱产业。

吴天君一行先后来到宇通工业园、东风日
产公司、海马（郑州）汽车公司、元创实业郑州有
限公司、宇通公司客车专用车项目建设现场、郑
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及中牟汽车工业园区，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产能提升情况，认真察
看项目进展情况，并召开现场办公会，围绕宇通
公司、郑州日产、东风日产、海马公司等相关重
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11个方面、34个困难和问
题，认真研究具体办法，落实了责任主体，明确
了办理时限。

吴天君强调，要充分认识汽车产业在郑州
市构建全国重要区域性中心城市中的战略地
位，提高站位，打造特色，优化产品结构，营造最
佳环境，把汽车产业打造成为郑州市的重要支
柱产业、打造成为郑州市一张重要的城市名片。

市领导胡荃、赵瑞东、王跃华，市政府秘书
长张学军等陪同调研或参加现场办公会。

7月4日18时起，黄河小浪底水库开始排沙，裹挟着泥沙的混浊水流从
小浪底出水口排沙洞喷涌而出，十分壮观。黄河2011年度调水调沙自6月
19日开始实施，通过万家寨、三门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在小浪底水库区形
成高含沙水流，人工塑造异重流并排沙出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