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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新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轨道，黄帝

故里新郑，借助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强劲东

风，“加速新型城镇化，共建美好家园”，勇于担当谋发

展，务实重做求超越，争当“先行者”，认真探索着具有新

郑特色的“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一

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风生水起，一场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

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攻坚战全面打响！

谋定而后动。谋，是策划、是布局。
作为全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试点市，新
郑市高起点规划，科学合理布局，从统筹
城乡发展的高度谋划新型城镇化发展格
局，一张恢宏的建设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布局城镇体系构筑发展框架
新郑市对全市所有行政村，分别按

照组团周边8公里、新市镇5公里及新型
社区3公里为半径进行有效整合，着力构
筑由两城、两市镇、19个合村并城社区和
33个新型农村社区组成的现代城市与新
型农村社区和谐相融的新型城乡体系，
实现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的产业布局、
合理的人口分布、合理的就业结构，实现
布局组团化、功能复合化、环境生态化、
交通网络化、服务均等化、建设集约化。

布局道路交通构建路网支撑
新郑市按照组团级、市镇级、社区

级、农田级路网“8642”的标准，3年内将
规划建设城乡道路 67 条 308 公里、农田
机耕路 500 公里，构建“六纵五横”干道
网、连接城乡的“三纵三横”辅道网，城乡
交通路网与农业机耕道路网、城乡水网、
林网“四网合一”，为“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构建强大的路网体系支撑。

山水田林优化城乡生态体系
新郑市以16条道路生态廊道建设为

重点，统筹建设“一山一带两河两基地”
的复合型生态功能区；加快生态水系建
设、小流域治理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步
伐，着力构建山、水、田、林、城融为一体
的城乡生态体系；加大对传统农业综合
开发投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观光农

业、休闲农业。

现代服务业打造新核心增长极
新郑市主动承接郑州市区市场外

迁转移，集中规划和建设郑州会展中心
等一批大型商贸物流项目，建设全国一
流、中部领先的商贸物流基地；充分依
托黄帝故里丰富的文化资源，建设黄帝
文化园，全力发展黄帝文化产业；以中
心城区中央商务区建设为引擎，创建
新郑乃至中原地区全新的现代服务业
核心区；建设由华南城商贸物流园、中
国·中原国际不锈钢物流园等组成的商
贸会展城。

注重文化旅游彰显文明底蕴

新郑围绕打造以黄帝文化旅游为主
导的集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会议度假、
自然观光为一体的精品化旅游产品的
目标，将新郑市旅游空间结构概括为

“一心两翼八片”。“一心”，即中心旅游
城，包括黄帝故里景区和郑韩故城遗址
公园景区；“两翼”，即“南翼”的史前文
化旅游区、“北翼”的生态休闲旅游区；

“八片”，即裴李岗遗址旅游区、具茨山
风景区、唐户遗址旅游区、欧阳修陵园、
华阳古城、苑陵古城，龙湖梅山泰山旅
游区、枣乡风情体验区；特色村指华阳
寨、人和寨。

此外，新郑市编制完成了包括道路工
程、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工程、电力工
程、电信工程、供热工程、供气工程、环卫工
程九个专项在内的《新郑市城乡市政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新郑市牢牢围绕“产业为基、就业为先、民
生为本”，“精打细算”农民利益账，从“土地指
标、农民利益、资金运作、就业岗位、粮食生态、
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算清楚，算透彻，无论怎
么算，都不让老百姓吃亏。

算好土地指标账——
建设城乡统筹的新社区

通过新型社区建设，构筑“两城、两市镇、52
个新型社区”格局，节约土地，实现了多方受
益：耕地面积不减少，可腾出58平方公里建设用
地，为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空间，使新招项目得以
顺利落地，农民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
生活环境极大改善。

算好农民利益账——
建设群众拥护的新社区

新郑市坚持群众的主体地位，在维护农民“三
种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两套房产“四种模式”，
让社区居民拥有长期、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使社区
居民资产大增、收入更高、生活质量更好、社会保障
面更宽，壮大了集体经济、壮大了产业规模。

算好资金运作账——
建设充满活力的新社区

新郑市出台新型社区建设财政奖补政策，将
建设新型社区和土地整理节约的土地指标用于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把集体土地收益全部返

还乡镇，用于新型社区建设。通过土地预约盘
活存量，提高利用效率，筹集社区启动资金。
同时，先后成立 9 家融资公司，通过银行贷款、
信托、融资租赁、发行债券等形式拓宽融资渠
道，扩大融资规模。

算好就业岗位账——
建设产区互动的新社区

“社区靠着产业建，产业跟着社区走”。新
郑市着力构筑“三区三园三基地+社区农民创
业园”发展格局，全面实施“一个社区一企业、一
个家庭两人就业”的模式。社区布局临城、临
镇、临干线道路、临产业集聚，两公里内至少有
一家规模企业作为产业支撑，为社区劳动力提
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算好粮食生态账——
建设环境优美的新社区

在按照1︰1.05的比例进行复耕基础上，新
郑市持续加大农业综合开发投入，积极打造高
标准良田，努力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根据
农业发展实际，加快农田机耕道建设，与城乡路
网互联互通，逐步实现城乡交通路网与农业机
耕道路网、城乡水网、林网“四网合一”，强力支
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算好社会保障账——
建设服务完善的新社区

在新郑，就地城镇化的社区居民同时拥有
市民和农民“双重身份”。通过统筹城乡教育、
就业服务、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养老保障、社
区服务待遇一体化，使入住社区的农民逐渐
拥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社会福利待遇。同时，保
持土地经营权不变，确保了社区居民仍可享
受国家一切助农扶农政策。有的社区还拿出
部分集体收益，用于农机、农具交通工具、燃
油等补贴，使入住新型社区的居民同时享有
了市民和农民的“双重保障”，给群众吃了定
心丸、上了双保险。

城镇让生活更美好
业已搬进新型社区的新郑农民群众，过去一年十一个

月忙于进城务工、购物、送孩子上学，一个月在农田里辛苦
耕作；现在十一个月在城镇享受生活、孩子在社区上学，一
个月到田间进行机械化管理。

短短一年时间，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再次放眼新郑，
一切都在悄然改变：道路变宽了，环境变美了，家园变靓了，
生活变幸福了，工作服务更便捷了……

这是一次化茧成蝶的美丽嬗变，这是一次浴火重生的
凤凰涅槃。

陆续动工的新型社区如同一颗颗明珠点缀在愈加美丽
的新郑锦缎上，而交通道路和生态廊道建设，更犹如一条条
彩带，在串起美丽明珠的同时，也飘舞成联系郑州及四面八
方的纽带。

“一路绿相随，四季皆有景”，驱车沿郑新快速通道前
行，但见行道树笔直挺拔、红花碧草鲜嫩。近观，高矮生姿、
相映成趣，远望，层层叠叠、蔚为壮观。在新郑，未来就是

“有建筑的地方都是现代化的城镇和园区，没有建筑的地方
是生态廊道、高标准农田和都市型生态农业生产区”。

生态环境在改变，生产方式也在改变，社会管理创新也
有了新的举措，干部队伍面貌也焕然一新，干群关系更加和
谐了……

注重城乡统筹，构建多方共赢的新格局；注重城乡一
体，探索持续增收的新模式；注重集约节约，激发科学运作
的新活力；注重产区互动，带来安居乐业的新生活；注重坚
守红线，促进高产高效的新农业；注重和谐发展，形成均等
服务的新保障！

新郑人民，正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新郑人民，正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战役中勇拔头筹！
在通往建成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新郑人民，已经出

发，已经在路上！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一份都正在完
成的答卷。作为全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试点市，新郑探索出了算好“六本账”建设新
社区的新郑模式，细细品味，有哪些启示？

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在推行的起初阶

段，难免会遇到资金、土地、利益等方方面
面的阻力与困难。然而在新郑市龙湖镇
林锦店村，短短15天内即完成了86户、10
万平方米的拆迁任务，没有一户钉子户，
没有一起不和谐拆迁，村民还主动打出

“拆旧房建美好家园，迁新居走幸福之路”
的条幅。为什么呢？

一切源于新郑市把群众的利益看得高
于一切，该市坚持“以群众需要为工作基点、
以群众利益为政策导向、以群众拥护为根
本宗旨、以群众满意为衡量标准”建设新社
区，不从农民手中挖土地，不在农民身上打
主意。同时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从规划
建设、拆迁安置入手，保障新型社区建设品
质和质量，保护农民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促进公平正义，把新型社区建在农民“心窝
里、心坎上”，建设成农民的“幸福家园”。

加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步伐
在建设新社区中，加强社会保障的公

平，是新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第一
把利器。按照“六通八有”的标准，新郑
市配套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统筹
社会各项资源配置，让农村居民不出
社区就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就学、
就医、养老、购物、就业等便利，确保农
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眼前得实惠、长
远有保障。

在社会管理中加强创新，着力构建
民生“六个一体化”，是新郑破解城乡

“二元”结构的又一把利器。民生改善
促和谐，城乡统筹促发展，作为全国社
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9个典型培育市县
之一，新郑市统筹就业服务一体化，让城
乡居民平等就业；统筹医疗保障一体化，
让城乡居民病有所医；统筹居民住房保
障一体化，让城乡居民住有所居；统筹教
育资源配置一体化，让城乡居民学有所
教；统筹养老服务保障一体化，让城乡居
民老有所养；统筹社会管理服务组织建
设一体化，让城乡社会管理整体推进。

积极探索农民增收致富新模式
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农民们住

进了新房，享受到了优质的公共服务，
不经意间，增收致富的模式也在悄然改
变：孟庄镇肖韩社区紧邻富士康，群众把

房屋出租给富士康，解决了长期收益问题；
薛店镇第一社区南组团，建设了4万平方米
的标准化厂房，直接增加集体固定资产达
4000万元，每年村集体收益150多万元……

家住薛店镇常刘中心社区的常振英和
儿子、儿媳都在社区附近的工厂上班，务工
收入加上村土地流转集体分红收入等，家
庭全年收入近 9 万元，生活芝麻开花节节
高。细数常振英家的收入来源，就是新郑
市入住新型社区的农民所拥有的“四项收
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集体性收
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四项收入”真
正让农民有了“三金”：租金、股金、薪金。

产区融合做好支撑
产业支撑是发展新型社区的关键，既

要集群发展，又要互动发展。从新郑市的

52个新型社区的布局上，我们不难发现一
个现象，那就是“社区靠着产业建、产业跟
着社区走”，新型社区建设与产业发展形
成一个有机整体。为什么呢，有了产业，
农民就业和收入才有保障，才能“进得来、
留得住、过得好”。由此，“一个社区一个
企业、一个家庭两人就业”模式让新郑的
新型社区建设与众不同。

产业支撑、就业为本，推动着新郑市
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格局向产城互动
转变，为城镇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
力。同时，“三主三辅”产业体系的构建，
不仅提高了工业化程度，而且实现了工业
反哺农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大量
富余劳动力能够就地就近就业，离土不离
乡充分就业，从以前的“孔雀东南飞”转变
为现在的“凤还巢”。

“六本账”点滴总关情

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
——新郑市新型城镇化探索与思考

算好“六本账”，统筹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郑市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让所有城
乡居民住房宽敞、安居乐业。

美丽的薛店镇常刘中心社区。

新 格局 新 探索

新 面貌

大气魄大手笔写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