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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文促进中部崛起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国家发改委昨日正式发

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十三五”规划》，明确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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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万人起步，到建成区面积105平方公里，入住人口105万，入驻企业3万余
家，全口径财政收入突破200亿元。一片昔日只能养鱼耕田的土地上，已经崛起为一
座“值得被写入教科书”的国际新城。这“神”一般的发展，郑东新区只用了13年。

郑东新区建设过程是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标志
性事件。如何实现河南的快速城镇化，并为全国同类地
区提供借鉴？河南省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定在了省会
郑州。2001 年 2 月 11 日，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明确提
出：围绕把郑州建成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加快
郑东新区开发和环城快速路建设，做好环城高速公路建
设的前期准备工作，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品位。

至此，一个以建设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进
而带动全省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得以确立。郑东新区
的 使 命 赋 予 决 定 了 它 的 非 凡 ，诞 生 伊 始 的 高 标 准 规
划，为其辐射周边地区、释放能量提供了必要的先决
条件。郑东新区的崛起与其国际化、高起点的规划、
生态建设相辅相成。一座现代化、国际化的生态新城
加速崛起。

郑东新区只是郑州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委、市政府抢抓中
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机遇，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交通道路、生态廊
道、社区改造、城区功能提升、组团新区和产业集聚区为
突破，加快破解城乡二元和城市内部二元矛盾，全面加
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

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我市坚持不以牺牲农
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四化”
同步科学发展路子，按照“政府主导、规划先行、政策
引领、群众自愿、产城融合、就业为本”的原则，大力推
进 从 农 村 切 入 、以 农 村 新 型 社 区 为 基 点 的 大 中 小 城
市、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新

型城镇化。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市坚持做好“一个规划”，

把 握“ 三 个 关 键 ”，突 出“ 五 个 重 点 ”，推 进“ 六 个 一 体
化”。经过连续 5年的努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
成效，带来城乡承载功能、形态风貌和群众生活环境的
巨大变化，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一批又一批村民的生活在新型城镇化中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据统计，全市共有 1994 个行政村，已启
动（含已完成）征迁的行政村共有 882 个、自然村 1631
个，占总量的 76.6%。实际动迁群众共涉及 50.9 万户、
187 万人。截至 2016 年 7 月底，102 万群众摆脱了低矮
破旧的农舍、拥挤不堪的棚户区和危房，入住现代化社
区，群众生活迅速改善。

进入“十三五”，步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市委、市政府再次对面
临 的 形 势 和 任 务 进 行 分
析，认为当前郑州的新型
城镇化和城市发展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抢抓机遇、加
快建设的问题，是适应发
展、完善功能、提升建管水
平的问题，将工作重心由

“以拆开路、以拆促建”向
“以建为主、提升品质、扩
大成效”的新阶段任务转
移，把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抢抓机遇，发扬成绩，克难
攻坚，以各项建设提速提
质，推动新型城镇化更好
更快地发展。

目前，我市正按照市
城镇化暨城市工作会议的
要求，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
发展方向，坚持遵循规律、
科学有序，以人为本、依靠
群众，产业支撑、功能复合，
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四项原
则，抓好征迁群众安置、轨
道交通等公交都市建设、县
城和中心镇的功能完善与
承载力提升、农村生产生活
生态改善、生态建设、政策
创新等六项重点工作，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以国际商
都为统揽，以航空港实验区
建设为引领，以“三大一中”
为路径，以开放创新为动
力，坚持“一主一城三区四
组团26个新市镇”多中心、
网络化、开放式的郑州都市
区空间布局，把“以建为主、
提升品质、扩大成效”作为
战略重点，加快推进城市国
际化、县域城镇化、城乡一
体化，不断提升郑州城乡环
境质量、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全省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
先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加快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
步伐。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回首过往，展望未来，作为中华文化根脉的中原文化，郑州也将在人
文凝聚、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出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源远流长的厚重历史文化底蕴，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表示，
郑州早在 3600 年前就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郑州是中国八大
古都之一和“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郑州历史悠久，是中华
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孕育了中华民族及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曾
5 朝为都、8 代为州。郑州地区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曾是
国家的政治中心。“目前，郑州拥有各类文物古迹 8000余处，世

界文化遗产 2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4 处，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95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68 项；国有博物馆登
记在册的藏品量达到 11万余件。”任伟说，郑州丰厚的“文化家
底”，正是落实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
化高地”战略部署和郑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关于国际商都、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谋划的重要支撑，而它们还将在郑州未来的
发现道路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郑州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方面也成效显
著。“郑州市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积极促进文化产业融合，推
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截至目前，郑州市拥有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 3个，国家级动漫产业发展基地 1个，省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 1个，省级命名文化产业园区 1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 11个，省级文化出口基地 1个。”市委宣传部事业发展处负责
人介绍，文化与科技的有机融合，使得郑州作为国家文化动漫
产业中心的建设不断进步，已建成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
南基地）、郑州动漫产业基地等两大动漫产业集聚区，动漫产业
取得了快速发展，动画片生产跻身中部第一，全国十强。郑州
已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动漫产业集聚城市之一。

此外，文化与时尚的融合发展，也使得郑州国际文化创意
产业园建设可圈可点，规划面积 132平方公里，以文化创意、时
尚旅游、高端商务为主导产业的郑州国际文化创意园，将是国
内引领风气的生态、低碳、循环、宜业的文化创意时尚之都。

“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去攀登‘国家中心城市’这一城市发
展高峰。”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在今年两
会期间曾说，“城市文化建设在引领地区文化方向上具有示范
作用，郑州的城市文化建设在河南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无论
是公共文化产品、文化产业，还是文化服务，都是百姓所需求
的——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郑州一定能在城市文化建设上更
进一步。”

“中原文化是中
华文化的根，郑州建
设成为全国中心城
市，将会对全国各族
人民和海内外的华
人，有着极强的凝聚
力。”杨丽萍表示，河
南作为华夏民族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源
地，中华民族历史主
脉的发端都是在这
里形成的。“从距今
7000 到 9000 年的裴
李 岗 文 化 ，到 距 今
4000 到 6000 年的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以
及 二 里 头 文 化 等 。
在 5000 年的中华文
明史中，前 3000 年，
国家政治、文化、经
济的中心都在中原，
形成了完整的发展
链条。”杨丽萍表示，
整个农业文明的思
想文化集大成者是
在河南完成的，形成
了中华民族的主脉
文化，“近年来，郑州
也在文化场馆建设、
文艺创作、文化遗产
保护等方面都取得
了突破。”

河南省姓氏文
化 研 究 会 秘 书 长 、
学术顾问李立新也
认 为 ，从 华 夏 民 族
的 起 源 来 讲 ，我 国
的 100 多 个 大 姓 氏
中, 有 78 个 姓 氏 的
起 源 都 在 中 原 一
带 ，说 河 南 是 中 华
民族的“心灵故乡”
恰 如 其 分 ，中 原 文
化代表了中华民族
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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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代遗址郑州商代遗址

优美的社区环境优美的社区环境

支持武汉、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强化长

沙、合肥、南昌、太原等省

会城市地位，增强要素集

聚、科技创新和服务功

能，提升现代化和国际化

水平。继续做大做强洛

阳、宜昌、芜湖、赣州、岳

阳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

业和服务链，形成带动区

域发展的增长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