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赵娅君 编辑 许艳霞 校对 屠会新2011年9月2日 星期五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 [ ]纲要解读纲要解读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为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为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
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而努力奋斗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而努力奋斗

加快城中村、棚户区和危旧房改造

纲要摘录：坚持土地集约节约利

用，坚持与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条件相结合，
积极探索集体土地建设、城市社区标准开发、
村改居转换等举措，加快城中村、棚户区升级
改造步伐。充分利用国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
设力度的机遇，积极与金融机构联系，搭建项
目与银行互通平台，通过适度控制容积率、异
地捆绑改造等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拆迁改
造。重点推进 140个行政村、268个自然村改
造和建成区内 8 平方公里、1100 万平方米的
棚户区改造，到2020年，全面完成规划范围内
的城中村、棚户区和危旧房的改造。

解读：继续推进城中村、棚户区和危

旧房的改造，表明未来10年郑州中心城区房
地产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中心城区房源
供应量将继续增加，城市外在形象和品位将
进一步提升。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心城区将
容纳更多的人口，教育、医疗、交通、雨污水排
放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必须同步跟进，以应
对可能面临的城市承载压力。

科学发展、求实求效原则。坚持以科学发展
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贯彻
“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实践
要领。

组团发展、产城互动原则。统筹谋划产业布
局，合理调整区划功能，构建集生产、居住、服务
于一体的宜居复合型园区。

宜居宜业、宜商宜游原则。加强都市区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市组团和产业
集聚区的吸引力和创新能力，建设以宜业宜商宜
游为主的城市功能宜居区。

集约节约、合理用地原则。坚持集约节约合
理高效用地，坚持土地指标向产业集聚区和城市

组团集中，最大限度提高土地的空间利用率。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以巩固提升国家

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成果、争创生态城市为载体，
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规划先行、注重统筹原则。坚持规划的刚性
与动态性相统一，既要充分发挥规划对都市区发
展的先导作用和统筹作用，又要进一步提高规划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原则。根据各县（市）区
和城市组团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建立健全都市区建设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促进
县（市）区城市组团间生产要素的科学有序流转
和利益的合理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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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都市区建设意味着郑州将出
现多个组团，那么未来10年，中心城区
在全市将处于什么地位？规划纲要提
出：“要不断拓展中心城区发展空间，进
一步拉大城市框架，完善配套设施，提
升城市功能，提高承载能力，实现均衡
协调发展，着力打造省市政治文化中
心、现代商贸服务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核心区，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区在中
原经济区的辐射带动能级。到 2020
年，建成区面积达到 400 平方公里左
右，建成区人口达到400万人。”

同样的建设区面积和人口规划，
对郑州新区一连使用了四个“建设”，而
中心城区则用到了“优化”、“升级”、“提
升”、“改造”等词语。这表明，中心城区
将进一步完善功能，提升形象和品位，
以与其作为省市政治文化中心、现代商
贸服务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核心
区地位相匹配，同时，在现状基础上的
改造提升，也将使中心城区在未来十年
将仍处于脱胎换骨的阵痛期。

优化空间布局 引导均衡发展

纲要摘录：加强城市空间规划

管理，以产业、人口、公共设施在空间上的
合理布局来引领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发
展。按照“两轴八片多中心”的空间布局，
坚持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强化中心城区
组织和服务功能，建成通勤发达、高度协
作、联系密切的郑州都市区发展和组织核
心。依托郑—汴—洛发展带，沿郑上路—
建设路—金水路—郑开大道、中原路—东
西大街—郑汴路两条轴线形成中心城区
东西向发展轴，重点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构建城市发展核心区域。以主要交通干
线、基础设施廊道、城市水系和绿化空间
为界，逐步建成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南
部片区、北部片区、惠济片区等八大城市
片区；以二七广场商业中心、郑东新区
CBD和新郑州站交通枢纽中心为核心，构
建区域—城市—片区三个层次的城市中
心体系，研究规划郑州新西区发展，将荥
阳、上街纳入中心城区建设。

解读：目前中心城区出现的交通

拥堵、居民休闲空间偏少等问题，归根结
底，是由于规划的科学性不强，造成一些
区域人车过度密集。“两轴八片多中心”旨
在使东西南北均衡发展，有助于分散过度
集中的人流、车流，减少交通拥堵，特别是
将荥阳纳入中心城区建设，将进一步拉大
城市框架，带动郑州西部的发展。

推进产业升级 引进先进业态

纲要摘录：加快形成与城市功能相适应

的产业布局，以产业聚集、分工协作和专业化为特
征，突出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作用，积极推进老工
业基地改造，加快外迁现有传统工业，在原厂区适
度发展无污染、低耗能的都市型产业。坚持土地
升值、捆绑开发，坚持土地开发以商业为主，坚持
线网入地、景观提升，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先
发展物流、金融、信息、会展、保险、咨询等现代服
务业，重点发展现代商贸业，优化商贸布局，改造
提升传统业态，积极引进先进业态，加快推进中心
商圈、城市商业综合体、特色商业街区建设，打造
以现代业态为主的商业高地和商业核心区。形成
二七广场商圈、郑州中央商务区、紫荆商圈、关虎
屯商圈、碧沙岗商圈、曼哈顿商圈、郑东新区CBD
商圈和新郑州东站商圈等市级商业中心，改造、新
建一批区域商业中心，建设一批社区商业中心，形
成较为发达的商业流通网络；加快建设一批大型
商业综合体、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和四星级、五星级
酒店，建成“现代服务业为主导、都市型工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解读：外迁产能落后、污染严重的传统工

业，引进金融、保险、高档酒店等现代服务业和现
代商业等先进业态，充分体现了建设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城市以及最佳人居环境城市的要
求，并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区的形象、品位和宜居
度。同时，随着多个新商圈的出现，周边的交通、
环境卫生等也将成为管理重点。

科学规划城市 提升管理水平

纲要摘录：加快各类专项规划及近期建

设规划范围内全覆盖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加
强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协调、衔接，提高空间、土地利用效益。规范规
划设计市场，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建立完善规划
公示制度和专家评议制度。继续加快城市管理体
制改革，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体
制，实现城市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创
新发展理念，以数字城市建设为基础，以系统应
用为重点，以资源共享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加快全
市各类信息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建成城市信息
化发展水平高、数字化管理手段应用广的智慧型
都市区。

解读：规划是龙头，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

制，将有效减少违章建筑，降低拆迁成本；市场占
道停车、影响交通和市容的问题历来是城市管理
中的难题，纲要首次提出规范规划设计市场的理
念，值得期待；管理是永恒的主题，强化三级管理
预示着管理重心或将进一步下移到区和办事处。
先进的数字化管理模式近年来多个部门都在尝
试，硬件建设遍地开花，必须科学整合资源，提高
质量、利用率和管理效果，才能真正建成智慧型都
市区。

建设遗址公园 保护城市风貌

纲要摘录：要推进历史文物和

特色城市风貌保护。加快编制大遗址保
护规划，积极申报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加大对文物保护投入力度，推进商代
都城遗址公园、大河村遗址公园、西山古
城遗址公园、荥阳故城遗址公园等工程建
设。加快城隍庙、文庙、碧沙岗北伐战争
将士祠、二七纪念堂等一批历史建筑的维
修。推进郑州历史文化名城视觉形象展
示系统工程，加快李商隐、魏巍故里碑等
33 个项目建设，彰显郑州历史文化的深
厚内涵。推进世界客属文化博物馆、商
代都城遗址博物院、纺织工业遗址博物
馆、铁路博物馆、黄河博物馆、汉代冶铁
博物馆等工程建设，展现郑州厚重的历
史文明。以全国文物普查和申报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契机，确立保
护名录，加强监控保护，依法依规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

解读：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在

硬实力难分伯仲的城市间，文化软实力将
成为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河南是中华文
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传统的农业大省、新
兴的工业大省、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大省。
郑州作为有着3600年历史的商都、火车
拉来的城市、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区、
全国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挖掘不同时
期的文化，有利于展现厚重的历史文明，
进一步扩大郑州在全国的影响。在全面
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的伟大进程中，推进
历史文物和特色城市风貌保护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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