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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8000 年裴
李岗文化、5000 年黄帝文化、2700 年郑韩
文化……

这是一座文化灿烂的名城：春秋名相子
产、战国思想家韩非、战国著名水利家郑国、
汉代军事家张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新城：全国县域
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市、全国县域经济基本
竞争力百强市、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市、全国
和谐中小城市示范单位、全国平安建设先
进市……

新郑，这片 87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热
流奔腾。随着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
大潮涌动，国外和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
转移速度加快，新一轮大发展的浪潮正在
涌起，区域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成为
竞争的主角。

面临新的机遇、新的挑战，作为省会郑
州的南大门将怎样融入郑州都市区？新郑
在思索、在谋划、在行动。

好思路拓出新境界，好思路带来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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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新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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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辐射带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强劲引擎——新郑新城，无疑是发展
的大舞台、大平台、大空间。

2009 年，新郑市委市政府重新组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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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两年打基础、四年出形象、六
年成规模、八到十年建新城”的总体开发战
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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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型、宜居宜业的现代新城。

理想的太阳一旦升起，就会放射出耀
眼的光芒。

规划是城市的灵魂，规划超前、规划先
行、一切按规划办。

2009年，新郑向国内外广发“英雄帖”，
邀请世界知名的规划设计研究院为新郑新
城“量体裁衣”。

同年，新郑将“绣球”抛给了上海同济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该院于2010年10月
高标准完成了《中心城区新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编制和重点区域的城市设计工作。

经过无数次论证，专家、公众、政府最
终达成共识。

依据 2010 年 2 月省政府批复的《新郑
市城乡总体规划》（2009-2030），新城区规
划范围为：东至京广铁路，西至郑新快速通
道，南至郑韩故城-新密铁路，北至南水
北调总干渠，规划总用地面积 21.56 平方
公里。新城区按照“打造精美新区，创建
生态城市”的总体建设目标，以“六园一
中心”为主体。“六园”即文化教育园、体
育休闲园、生态湿地园、生态居住园、创
业服务园和物流配送园；“一中心”即市
级商务中心。

新郑新城大道无形，自得天成。

新城北部绿化带，是集天地灵气为一
体的养生乐土。辖区内南水北调总干渠
长约 5 公里，100 米宽的水面结合两侧各
200 米的生态林保护带，可以说是一个天
然的大氧吧和绿色长廊。再加上黄水河、
暖泉河及轩辕湖，使新城区水域面积达到
2800 亩。

新城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距省会郑
州 30 公里，处在郑州市半小时经济圈
内。京广铁路、京珠高速、郑州环城高速、
郑尧高速和石武高铁等国家重要交通干
线为新城区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距
全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中原地
区最大航空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8 公里，
形成了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三港合
一、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随着新
107 国道、郑新快速通道、郑州至机场快速
通道等规划建设，使新郑新城日益成为中
部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主
要汇集地，为客商投资提供了优越的区位
和交通条件。（下转第二版）

新郑新城之上篇

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本报记者 孙瑞 通讯员 敬利涛

“十二五”开局之年，新郑经济社会
发展的巨轮驶入了新的历史航道。63
万新郑人民迎来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2011 年 是“ 十 二 五 ”的 开 局 之
年。回首上一个五年，新郑紧紧抓住
战略机遇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
极构建和谐社会，办成了一大批实事、
好事，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下一
个五年该如何作为，直接关系到新郑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效。在大有作
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才能在把握
机遇中成就下一个五年的辉煌。

未来五年，后金融危机时代将迎
来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大潮，国

外和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速度
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
略，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进入蓄势勃发
的新阶段；以“六城十组团”为框架的
郑州都市区规划深入人心，特别是新
郑新城、龙湖宜居教育城被郑州市委、
市政府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正在
加速推进；新郑更面临全国社会管理
创新试点带来的重大机遇。

伟大诗人歌德说，善于捕捉机会
者为俊杰。新郑市第四次党代会作出
了新郑已经进入多重机遇汇聚的战略
机遇期、黄金发展期的战略判断。牢
牢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是新郑解决前进道
路上各种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是应对国
内外各种竞争的必由之路。

历史一再表明，机遇极为宝贵、稍
纵即逝。我们必须化机遇为动力，全
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
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
大部署和周永康同志视察新郑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
在统筹、重在为民，落实“立足于学、立
足于做、立足于转、立足于实”的要求，
努力在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区建设
中谋求新作为、再创新业绩！

把握机遇迎挑战
——建设郑州都市区重要组团城市系列评论之二

本报评论员

作 为 蜚 声 中 外 的“ 物 流 航
母”，深圳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以下简称华南城）以其“世界级
物流基地、全球性商贸平台”的宏
大规模，以及在理念、业态、服务、
品牌、产业链整合等方面一系列的
创新，推动着深圳物流行业的发
展。9月29日，《跳出新郑看发展》
采访组一行走进华南城，感受商
贸物流带给华南城的勃勃生机。

一座城，引领一个经济圈。
银色的大门宛如腾飞的巨

龙，八车道的华南大道笔直宽阔，
一座座气势恢宏的交易广场里各
种商铺排列有序，四星级酒店、银
行、人才市场、会展中心、休闲广
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仅是
华南城的外观就让人感到了它的

大气与磅礴。这是一座可以工
作、可以生活的“城中之城”。

华南城位于深圳龙岗区平湖
物流基地，占地约 1.5 平方公里，
总建筑面积约220万平方米，总投
资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下设纺织

服装、皮革皮具、电子、印刷纸品
包装、五金化工塑料五大原辅料
交易中心，酒店、政府办公区、保
税仓储区、生活服务区和停车区
等一应俱全。按规划，整个项目
建成投入正常运营后，营业额将

达到 2000 亿元人民币，可为当地
提供约 10 亿元的税收，将有近 3
万家商家进驻，新增 10 万个就业
机会，还可带动周边的投资环境，
吸引新的资金。

从 2003 年开始，华南城从一
片荒野，快速成长为一个集五大
原料展示交易中心、配套服务区
的大型综合性商贸物流基地，创
造出“和谐共赢”的经营理念，成
为深圳综合商贸物流建设的“创
新样板”。（下转第二版）

省考察组复评新郑
职业教育强市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喆）近日，省职业教育强市复评考
察组一行到新郑，开展职教强市复评工作。该市领导
王广国、郭明熙、缑云峰、戴宇林参加汇报会。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和实地察看，考察组一行
对新郑开展职教强市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
该市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表示赞赏，对该市在职业教
育方面的资金投入、体制创新等工作给予认可。同时希
望新郑市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扶持力度，提高职业教育
工作水平，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省公务用车专项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边艳）近日，省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省事管局副局长
王天铎一行到新郑督导调研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新郑市领导孙淑芳、汤晓义、姜存国及各相关部门
负责人陪同调研。

通过听取汇报，调研组一行对新郑公务用车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表示满意，希望该市进一步提高
对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的认识，突出重点、克服难点、
加强督导，建立健全有关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中央党校学员考察雏鹰
本报讯（记者 刘冬）10 月 23 日，中央党校 57 期厅

局级干部培训班学员到新郑市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考察。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杨东方以及新郑
市领导孙淑芳、李志强陪同。

在听取公司负责人介绍后，学员们认为雏鹰公司
的各项工作非常扎实，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同时希望其
为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创造更多的经验。

郑州市创建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现场推进会在新郑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佳浩 高凯）近日，郑州市创建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现场推进会在新郑召开。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瑞泰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薛店镇常刘社区等地，详细了解企业在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工作上的具体做法。

通过观摩，与会人员对新郑市高度重视和谐劳动
关系构建，积极推进企业与职工群众“协商共事、机制
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促进劳动关系朝着规范有
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方向健康发展的做
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加强领导 完善机制 强化措施

科学有序高效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本报讯（记者 赵丹）近日，新郑市召开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该市领导吴忠华、王广
国、刘仲利、孙淑芳、李占龙、付桂荣、李志强、汤晓义、
彭德成、刘五一、赵建武、缑云峰、李中俊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肯定成绩，认清形势，增强社会管
理创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加快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加快社会防控体系建设，拓展社会管理创新
范围。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围绕数字化管理新途径、
矛盾调解新途径、应急管理新途径三个课题进行研
究。要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确保顺利完成全国综合
试点建设任务。

会议要求，一要建好“一办十中心”服务平台，不
断充实服务管理的内容。二要突出“十类人员”服务
对象，拿出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意见。三要下沉基层
社区服务重心，把下派村、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和

“关爱民生·真情十送”巡回服务活动扎实推进，真正
为基层社区群众搞好服务。四要办好关爱民生服务
实事，把民生优先的要求贯穿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中，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五要强化体制机制服务保
障，有效整合资源，完善制度建设，确保社会管理创
新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基层得到解决。

抢抓机遇 冲刺攻坚 加快发展

确保圆满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近日，新郑市召开党政
联席会，传达学习贯彻郑州市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动
员暨第三季度经济形势讲评会精神。该市四大班子领
导吴忠华、王广国、刘仲利、高林华等参加会议。

对于如何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会议指出，关于
郑州市会议的学习贯彻和落实，既要深刻领会，更要
抢抓机遇，要紧紧围绕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机遇，
积极谋划项目，加快发展。关于第三季度绩效考核，
既要巩固强项，更要强化弱项，要认真总结经验，找
准原因，迅速制定整改措施，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关
于第四季度工作，既要冲刺攻坚，更要优化环境，要
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工作重点，与冬季严打活动有
机结合，为各项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关
于当前的工作重点，既要保增长、更要保民生，要实
现稳步增长、投资拉动，围绕重点工业项目，“一心、
两城、两组团”，产业集聚区和民生实事项目抓开
工。关于工作推进方法，既要真督实查、更要兑现奖
惩，要进一步明确任务，细化措施，抓好落实，推动全
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故里简讯

新郑市最后一批南水北调
丹江口库区移民今日搬新家

本报讯（记者 赵地）新郑市最后一批南水北调丹
江口库区移民将于今日搬迁至和庄镇。为切实做好
此次搬迁工作，实现平安、文明、和谐搬迁，近日，新郑
市召开专题会议，对最后一批南水北调移民搬迁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该市领导刘仲利、李志强、王建民出
席会议。

据了解，此次搬迁，和庄镇坡刘移民安置点将迎来
淅川县上集镇钟观社区移民82户362人。目前，移民
安置点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到位。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切实保证搬迁质量，做好
移民搬迁的后续工作，帮助移民群众尽快适应新生活。

河南建华供港无公害
蔬菜种植项目奠基开工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近日，位于新郑市龙王乡的
河南建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供港无公害蔬菜种植项目
开工奠基。该市领导刘仲利、冯西乾、康红阳、李中俊、
陈春环出席仪式。

河南建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供港无公害蔬菜种植
项目投资 3000 多万元。公司通过与香港进出口贸易
公司合作，种植绿色无公害供港蔬菜，发展蔬菜深加
工、小包装精细蔬菜真空预冷项目。同时，公司还将利
用现有的超市销售渠道，保障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买到
无公害放心蔬菜。项目的开工建设，将带动和引导广
大干群转变传统农业耕作模式，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实
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为《新郑人大志》建言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近日，新郑市人大常委
会组织召开《新郑人大志》评审会。新郑市领导高林
华、李书良、张石磙、冯西乾、王军生、彭德成、郭明熙出
席会议。

省、郑州市史志专家王卫明、张平对《新郑人大志》的
编纂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工作人员要认真梳理归纳、消化吸收专
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抓紧时间认真修改，加快工作进
度，严检查、细修改，使《新郑人大志》成为一部高质量、
经得起考究的志书。

加大力度 相互协调

全力推进107国道升级改造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近日，新郑市领导李书良、

王军生、李建国带领相关单位负责人，到107国道改造
工程现场进行调研，详细了解 107 国道两侧拆迁改造
工作进度。

据了解，107国道改建工程全长约36公里，设计时
速80公里，涉及龙湖到梨河沿线5个乡镇。

新郑市领导指出，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大力度，互
相协调，全力以赴推进107国道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确保改造工作圆满完成。

走进华南城看物流业发展
本报记者 赵舒琪孙瑞

湿地公园景色宜人
近年来，新郑市倾力打造“城市绿肺”和市民休闲观光的

“生态花园”，建设了具茨山国家森林公园、郑韩湿地文化园、
龙泉湿地公园等多个大型生态公园。近日，记者在位于该市
龙湖镇的龙泉湿地公园采访时看到，这里树叶有的红中带
绿，有的黄中带青，远远望去，五彩缤纷，色彩斑斓，水中微黄
的芦苇随风摇曳，岸边的柿子散发着金色的光，迷人的景色
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本报记者 刘栓阳 高凯 通讯员 秦四海 文/图
左图 龙泉湿地公园景色醉人。
上图 岸边熟透了的柿子金黄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