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T3责编 张学臣

编辑 刘锋

校对 屠会新 2013年3月20日 星期三
“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双融入 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双承接”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加速推进新“三化”

龙湖：昂起新郑发展龙头
本报记者 刘冬 刘栓阳 文/图 通讯员 李华 吕旭卿 张海青

当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的奋进号角在中原大地上吹响，新郑人逢山开路，遇河架
桥，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龙湖建设大会战，在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化”协调发展之路上
悄然前行。

2012年，龙湖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0.55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完成40.08亿元，地方财政
收入实现3.9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923元……

砥砺奋进，足音铿锵，龙湖在新郑城市发展史上无疑是最具华彩的一笔。从一张白纸到巨
作呈现，在改革中破解建设难题，在发展中解决建设之困，龙湖前进之路越走越宽广。

2012 年的料峭春寒中，龙湖吹响了
拆迁战役的进军号角。

去年2月，新型城镇化的“首战”——
道路交通及生态廊道建设全面铺开。时
间紧，任务重，面对电视台摄像机镜头，
龙湖负责人立下了“军令状”，保证按期
完成交通道路及生态廊道建设任务。

作为郑州都市区“两环十七放射”交
通体系重点辐射区域，龙湖承担着郑新
快速通道、107国道、新老 107连接线、双
湖大道东段和西南绕城高速的生态廊道
建设工作，是“挑担子”最重的区域。

在拆迁中，龙湖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千方百计保障群众利益最大化，从置换
比例到安置补助，从大面情况到细节问
题，都充分体现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切
实解决好事关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

为此，龙湖多次召开动员大会和不
同规模的讨论会，组织各种考察活动，仅
方案就修改了近 10 次，充分体现群众的
广泛参与和公开协商。同时，积极开拓
沟通交流渠道同样重要。龙湖创办了

《龙湖新城》报，定期宣传国家政策和新
城建设动态，让老百姓充分了解建设情
况和遇到的问题。

“一方面是提高补偿标准，在政策许
可范围内，按照上级规定标准上限，对被
征迁群众按时、足额补偿。”龙湖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征
迁、惠及百姓、造福人民的原则，采取‘1+
1’（确保每户分到两套房，一套用于居住，
一套用于出租）的双补偿方案，最大限度
保障群众利益，切实解除群众后顾之忧，
保证了征迁工作顺利、和谐、快速开展。”

风生水起，春潮涌动。新郑市作为全
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试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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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市村庄进行有效整合，以
乡镇为单位，制定2～5年的行动计划，构
建“两城、两市镇和 52 个新型农村社区”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系。龙湖作为其中
重要的一“城”，有理由走前头、创经
验。

东风吹来满眼春。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龙湖对总体发展思路、
战略举措进行了再审视、再认识、再思
考和再定位，从更宽视野、更高层面、
更大范围、更远前景来谋划和推动龙湖
新型社区建设。

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龙
湖以“把龙湖的事情办好、把龙湖人民
的事情办好”为使命，以“改善群众居
住环境，让群众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
为目标，坚持“五不批、五不拆” 规范
机制和“三加快、三落实”推进机制的
工作要求，采取“政府主导、村民主
体、企业参与”的方式，不等不靠、积
极运作，广筹资金、快速推进，积极探
索合村并城新模式，着力建设高档次、
多功能的大型新型社区，并按照“六通
八有”（通路、水、电、气、有线电
视、宽带，有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标准
化卫生室、连锁超市、文化活动室、科
技文化活动中心、小学和幼儿园、养老
院、特色农民创业园）的标准，切实做
好新型社区配套设施建设，使社区群众
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生活环
境。

目前，龙湖规划建设 4 个新型社
区，分别是龙湖中心社区、东徐社区、
古城社区和泰山社区。其中，龙湖中心
社区已全面启动，包含林锦店、小乔、
郑老庄、沙窝李 4 个安置区。村庄占地
共1.4万亩，按照初步规划，用于村民安
置用地约 4835 亩，全部建成后可节约土
地约9000亩。“目前，这几个安置区都在加
速建设中。”

一年来，龙湖高标准完成了廊道建
设和合村并城拆迁任务。围绕新型城镇
化建设工作，全面完成重点区域拆迁面
积 182 万平方米，惠及群众 10025 人，商
户354户。

城建工程建设亮点频现

科学发展，龙湖精心绘就“特色”、“亮点”城建工程。
“在工作推进中，我们把‘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

后地上’、‘先环境、后招商’作为建设的基本原则，避免重
复建设和低水平发展，避免留下遗憾。”龙湖负责人谈起建
设历程，悠然神往。

龙湖提出“建设生态园林城市、营造宜人宜居环境”的
总体目标，全面推进城区拆墙透绿及围墙美化工程，将拆
墙透绿、春季绿化和校城融合紧密结合起来，着力打造立
体、自然、生态的精品城区绿色生态廊道。

2012年，区域内 120余家单位的拆墙透绿及围墙美化
工作已全部完成，共拆除实体围墙10600米，新修铁艺围墙
8900 米，改造美化围墙 7800 米，粉刷破旧围墙 6500 米，墙
体加盖琉璃瓦5800米，极大地提升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档次
和品位，有力推进了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大融合、大发展，必须让整个区域“血脉相
连”。而打通以路、电、气、水等为主的基础设施网络，则是提升
城市承载力、加速一体发展的关键。

龙湖的广大建设者用“一线工作法”与时间赛跑，吃住
在一线，“5+2”、“白加黑”、“雨加晴”，大手笔全面推进水、
电、路、广场、游园等公益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了龙湖的
承载力、辐射力、带动力。

一条条道路，一座座高楼，从蓝图变为现实。截至目
前，龙湖实施了阳光大道及大桥、湖滨路改造、鸿鹄路南延
及鸿鹄路大桥等工程，初步形成了“八纵九横”约80公里的
城区交通体系；投资 1500万元对祥和路、祥安路、鸿鹄路、
翠竹路等五条道路进行了高标准绿化；投资 1000多万元，
对湖滨路、翠竹路、鸿鹄路等 6条道路进行了亮化，安装太
阳能和LED高标准路灯 1300余盏，并对主要建筑物、公交
停靠站、广场、游园等进行了灯光亮化；新购置环卫车辆近
500辆，建成一体化环卫中转站、公厕5座，成立了200余人
的城市综合执法队伍和400余人的环卫园林队伍。

城市的发展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
变，然而受利益的驱动，龙湖违法建设开始抬头。各方目
光都聚焦到了这座新城。怎么办？龙湖给出了掷地有声
的回答：坚决拆，让违法建设在龙湖无容身之地！

土地、执法、公安、电力、建设、规划、巡防等多部
门组成的治理队伍，在各主要道路设立 10 多个检查
点，每天劝阻未经批准的建筑材料运输车辆，
彻底断绝违法建设的建筑材料运输渠道，从源
头上遏制了违法建设蔓延趋势。同时，通过广
播、电视、宣传单等方式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并依托网格化管理采取法律、行政、经济多种
办法综合整治违法建设，建立长效管
控机制，充分发挥好基层组织和人民
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健全违法建设
监管巡查网络，有效遏制了违法建设
的蔓延。

就地城镇化，内涵式拓展，龙湖
勾画出一幅通过区域集聚、集群、集
约，集自然之美、城乡和谐、社会公正
为一体的现代田园城市美景。

注重群众利益和谐拆迁

着力打造商贸物流航母

作为南北通衢、承东启西的郑州南大门，龙湖无
疑是新郑市实施“双服务、双承接”发展战略的前沿阵
地。市场之手点“土”成“金”。龙湖采用少量财政投
入建设高规格基础公共设施，“抛砖引玉”成功吸引大
批投资商入驻。

2012 年 8 月 28 日，各界目光汇聚龙湖，郑州华南
城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华南城全部建成后总面积达
1200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将增加8万个创业机会、20万
个就业机会和数十亿元税收。”

每周召开项目推进会、熬夜制定拆迁补偿方案、烈
日下帮助群众搬迁……3名同志晕倒在征迁现场，20天
完成了3个月的拆迁工作任务。“新郑的干部就像一群
拼命三郎。”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高层人士这样评价。
最终，“龙湖速度”缔造了奇迹。

一个项目的发展，如果没有当地政府和企业互相
的真诚和信任，很难创造出高的效率。否则受损失的
不只是企业，还有当地百姓。

龙湖的领导每天早上上班前，都要先到华南城工
地上转一转，看一看，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
做到了马上看，马上办，甘当入驻企业的“办事员”，一
切围绕项目转。经过近半年的紧张施工，华南城项目
1 号交易广场四层模板安装完成 40%；4A 区基础地梁
完成 100%；4B区主体结构施工完成 60%；行政中心室
内装修完成95%。

“会展中心是华南城发展重点之一。”龙湖负责人
表示，该会展中心总建筑面积规划 60 万平方米，规模
大、标准高、更符合国际一线会展要求。“建成之后，一
方面通过会展带动郑州经济和配套产业的发展；另一
方面，将打造‘全产业链一站式’供应服务平台、提供
全方位运营完善服务，为各企业入驻华南城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平台。”

在这座配套完善、超大规模的商贸物流“航母城”
里，规模效应和便利的交通支撑，能为企业节省大量
的采购生产成本。而对于迁入华南城的商户来说，也
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足不出“城”就能满足生活、就
业、娱乐等方面的需要。

除了“商贸物流巨舰”华南城项目，龙湖不断加大
招商力度，积极协调项目建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充足后劲。截至目前，共签约总投资20亿元的国
际农用机电展览贸易中心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的国
际不锈钢物流园、总投资7.5亿元的河南泰丰医药物流
园项目等 7 个优质项目。此外，2012 年，龙湖共有在
建、续建、新建项目 69 个，其中，房地产项目 43 个，院
校、培训项目8个，其他项目18个。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环境引商，项目带动。”龙
湖历经了“求商、招商、等商、择商”四个阶段。仅去
年，累计完成固定投资47亿元，使一座经济繁荣、宜居
宜业的龙湖全新呈现。

作为新郑市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商贸物流业的主战
场，龙湖又一次被赋予厚望。新郑市《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要加快龙湖商贸会展城建设，打造省会南部新
城，努力打造“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在国内有辐射力、对
国内外资源有整合力”的物流航母。在全力支持华南
城项目建设的同时，做好已签约的物流项目的前期工
作，力争年内开工。

每一次的嬗变，承载着一次次艰辛的付出。龙湖的
建设者们，是普普通通、踏踏实实、不畏艰难的龙湖人，是
厚德自强、传承创新的新郑人，是平凡之中孕育伟大追
求，平静之中饱含满腔热血，平常之中凝聚极强烈责任感
的河南人；秉承“阳光、坦诚、求实、创新”的龙湖精神，用他
们的心血和汗水，换来了龙湖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固
定资产强势递增、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进的可喜态势。

蓬勃发展的龙湖，在转型升级中完成了华丽转
身，成为推动新郑市跨越发展的强力引擎。龙湖一班
人正满怀希望和激情，在打造省会南部新城中挑大
梁，走前头，奋勇前进。

绿荫葱葱扮靓双湖大道

大红樱桃催生近郊旅游热

龙湖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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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为宜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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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南城会展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