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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郑州，寒意
颇浓。

月初，一个特大利
好消息传来——《中原
经济区规划》正式获批
并发布。这是继国家出
台指导意见后，推进中
原经济区建设的又一重
大举措，体现了中原经
济区在全国改革发展大
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冬日的中原大地沉浸在
欢欣鼓舞的暖流中。

当前，全市上下学
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热
潮激荡，《中原经济区规
划》获批，如一股春风，
再次让中原儿女心潮澎
湃。我们要做的，就是
鼓足干劲、铆足劲头，奋
力前行。

本报记者 侯爱敏

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
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
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
的经济区域，地理位置重要，粮
食优势突出，市场潜力巨大，文
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
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根据规划，中原经济区范
围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
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
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
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
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
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
泰 安 市 东 平 县 。 区 域 面 积
28.9 万平方公里，2011 年末总
人口 1.79 亿，地区生产总值 4.2

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3% 、
13.3%和9%。

此次出台的规划，初步敲
定了中原经 济 区 2012—2020
年的建设蓝图，将是未来中
原经济区建设的行动纲领，
也是今后编制相关专项规划
的重要依据。

《中原经济区规划》获批，
是继中原经济区写入国家“十
二五”规划、国务院出台指导意
见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标志
着河南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三步走”工作部

署全面完成，标志着中原经济
区建设进入整体推进、全面实
施阶段。国务院同时批复同意
规划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意味着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随着中原经
济区一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原经济区以及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实施，
对郑州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郑州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历史性机遇。

年纪事
1月1日起，省会“全民医保”参保

居民在定点医院门诊看病可以享受医
保报销待遇。

1月8日，郑州火车站首次采用实
名制方式售票。

2 月 13 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
上，我市再次荣获“红旗渠精神杯”。
这是我市连续 12 年第 19 次获得该项
殊荣。

3月3日，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的大
型原创舞剧《水月洛神》在国家大剧院
歌剧院献演。

3 月 5 日，我市举行“郑
州市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
六连冠”揭牌仪式。

按照规划目标，到2015年，
中原经济区将初步形成发展活
力彰显、崛起态势强劲的经济
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
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
进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
步提升，在提高效益和降低消
耗的基础上，主要经济指标年
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
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城镇化质
量和水平稳步提升，“三化”发展

协调性明显增强；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减
少，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力争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进一步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
等化程度全面提高。

到 2020 年，中原经济区将
建设成为城乡经济繁荣、人民
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良、社会

和谐文明，在全国具有重要影
响的经济区。粮食生产优势地
位更加稳固，工业化、城镇化达
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综合经
济实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更
高水平的“三化”协调发展。

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郑州
能否抓住、把握住？能否履行使
命、担当责任，实现历史性跨越？

这是摆在郑州面前的大问
题，也是对我市各级领导干部能
力素质的现实考验和严峻挑战。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
识，必须站在对历史负责、对郑
州长远发展负责、对省会人民
负责的高度，以背水一战、壮士
断腕、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
谁的责任感，抢抓机遇，深入谋
划，积极推进，真抓实干，做出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
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发展
业绩。

中原经济区规划发布

郑州迎来历史性机遇

“三大主体”工作
助建都市区

“三大主体”工作是有机整体，新型城
镇化是引领，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依靠
群众推进工作落实机制是保障。“三大主
体”工作统筹谋划，统筹部署，统筹推进，
成为建设郑州都市区的重要抓手和路径。

郑州突出做好“三大主体”工作，就
是率先走好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
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
学发展的路子，就是对省委“挑大梁、走
前头”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和具体实践，
就是对中原经济区规划建设的主动呼
应、主动融入和引领示范！

前不久，我市出台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未来三年，我市将按照

“做强主城、做优县城、发展集镇（集聚
区）、建设社区”的发展思路，围绕“一主、
三区、四卫（组团）、27 个新市镇、310 个
合村并城社区、183个新型农村社区、56
个历史文化风貌特色村、38个市级以上
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以构建“合理
的城镇体系、合理的人口布局、合理的产
业布局和合理的就业结构”，实现“居住
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
城市化和消费方式城市化”为重要依据
和目标，以各县（市）区、开发区为责任单
位，以交通道路、生态廊道、四类社区、组
团起步区、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和产业集
聚区建设等六个切入点为分类依据，以
2014年年底为时间节点，指导并推进实
施未来三年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

我们要紧扣郑州都市区三年行动计
划，扎实推进“三大主体”工作，以脚踏实
地、求真务实的作风，一步一个脚印，努
力建设郑州的美好明天。

郑州都市区郑州都市区

美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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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11年就出台了《郑州都市
区建设纲要》。

《纲要》明确了郑州都市区的战略定
位：要通过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努力建
设“一区两城”，即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
长区、全国最佳人居城市、全国重要的区
域性中心城市。

今年是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开局之年，
市委、市政府以“三非”治理和拆除违法建
设为突破口，从治理非法经营、非法生产、
非法建设入手，依法拆除违法建设，依法
收回建设用地，掀起都市区建设的热潮。

重点依托几个载体开展工作：依托畅
通郑州建设，以拆除违法建设为主推进

“两环十七放射”、十条快速通道、16个出
入市口、175条断头路以及快速路网建设。

依托中心城区功能提升，规划建设中
原经济区省级和市级不同层级的中央商
务区，强化功能，完善配套，在县城选定十
字交叉的景观大道，开展商业服务功能区
建设，同步推进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

依托四类社区建设，重新梳理和整
理建设用地和耕地，明确功能划分，提高
耕地质量，提升建设用地价值，使各类用
地更加科学合理。

按照新型产业布局规划，推进产业
园、创业园建设，形成产业集群，延伸产
业链条，促进合村并城和新市镇工作。

目前，全市完成拆迁总量8150.5万平
方米。同时，被拆迁群众的安置工作有序
进行。全年计划建设安置区282个，目前
已全部开工建设。

生态廊道建设扎实推进。“两环十七
放射”目前已开工和年内能开工建设的
道路总长度为151.3公里，已开工建设的
绿化面积1188.5万平方米。

城市组团起步区建设扎实推进。全
市城市组团2012年计划投资102.91亿元，
拆迁302.3万平方米，共包含52个基础设
施项目，39个公共服务设施项目，29个产
业项目，16个四类社区。截至目前，已完
成投资57.71亿元，拆迁138.09万平方米，
开工30个基础设施项目、24个公共服务设
施项目、16个产业项目、9个四类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