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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当前，登封正统筹全域资源要素，多

向度激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
统筹土地账与资金账。坚持政府垄断

一级土地市场，盘活城区国有资产，招引知名
商业品牌，推动城市景观大道两侧商业形态升
级重塑。

统筹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化产城融
合，发展都市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城市发展
聚人气、添活力。

统筹城市建设与民生保障。坚持民生设
施优先布局，引入郑州市外国语中学、伊河路
小学教育集团等优质名校，明确办学坐标体
系；深入推进医共体改革，让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优质服务。

奋进“十四五”，登封将紧紧围绕郑州市
“两带一心”城市文化发展布局，坚持新发展理
念，聚焦“两城六美”“两化五区”目标定位，做

好“山与水、城与乡、文与武、内与外”四篇文
章，全力打造以少林景区、嵩阳景区、中岳景区
3个景区，大周封祀坛遗址生态文化公园、阳
城遗址群生态文化公园 2 个文化公园，三皇
寨、待仙沟、卢崖等 3个森林公园为支撑的大
景区城市“323”格局；开展嵩山脚下至颍河两
岸全域生态治理，大力实施“双水源”战略，重
构“贯通东西、连通南北”的水生态格局，推动

“景城一体”向“山水融城、景城共荣”转变。以
大景区城市建设支撑带动乡村振兴、文旅转型，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以强壮美、以美示强”，现
代化美丽登封的高质量发展，将强力支撑郑、
汴、洛“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文化旅游带建
设，助力郑州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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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以大景区理念打造高品质美丽城市
盛夏时节，驱车行驶在登封市

区主轴少林大道上，两侧设计各异

的小微游园花草葱茏，隔离带里一

排银杏绿影婆娑，一路风景如画而

又开阔畅达。近处，汉阙风格的登

封市民文化中心古雅庄重；远处，

跌宕巍峨的中岳嵩山绿涛叠翠，

城、山、文、景交融和谐，处处赏心

悦目。

“出楼院就是游园，而且在游

园里能陪孩子打篮球、骑动感单

车，每一种体验都很幸福。”在少林

大道北侧的明月—慧动公园里，附

近楼院的王晓慧提起居住环境的

变化，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近年来，登封市坚持“生态优

先、文化引领、绿色发展”，在践行

初心使命中展现时代作为，以大景

区理念规划建设美丽县城，将城区

作为最大的游客服务中心，提升品

质、打磨颜值、丰富内涵，强力支撑

文旅转型，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经济社会呈现喜人的高质量发

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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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登封创新理念、把握规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动城市品质提升。
牢固树立森林城市理念，登封坚持“透、修、增、畅”，让建筑长在森林

中，实现山在城中、城在林中；坚持依路扩绿、以绿连园、以园显山，沿街院
落管理区后退，有效实现绿化空间共享，全市公园、小微游园近 40个，美
化靓化了城区的各个角落，为市民拓展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生活空间。

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坚持地下先行，地上相统一。登封城区天然气覆
盖率由 65%提高至 90%，雨污分流率由 25%提升至 90%，市区主要道路
全部实现明线入地；实施南水北调引水工程，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城市日供水能力由 2.6万吨提高至 8万吨，有效纾解了严重影响居民生产
生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缺水之困；强力推进电网扩容，最高供电能
力由 20万千瓦提高至 42万千瓦，全市高峰期用电从此无虞，为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强劲的供电保障。以道路有机更新带动城市有机更新，登封
分类制定城市景观大道、主干道、次干道、支路改造提升标准，城市路网不
断迭代升级，城市景观主轴少林大道被改造成“城市会客厅”。

精准把握山城规律，登封沿山发展、环山发展，顺应自然山水格局，留
足视廊、风道空间，严控城市天际线；厘清山、城边界，整体封闭管理，实现
市民、游客有序进出嵩山风景区。今年5月 1日，全线 33公里的环嵩山旅
游公路建成通车，环嵩山旅游公交也于当日开通运行，把嵩山“汉三阙”、
少林寺、会善寺、嵩阳书院、中岳庙等景区（点）串珠成链，标志着登封以环
嵩山旅游公路串联“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加快建设环嵩山文化带，推动
由“多景点+小城市”向“大景区城市”转变、由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的
旅游城市形态初步形成。

为进一步实现城市景观、世界遗产、山水田园的有机串联，登封投资
1.53亿元实施嵩山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正对会善寺、永泰
寺、少室阙等7处文物景点进行规范提升；将美丽乡村纳入“一核、一带、两
山、多廊、多点”的生态空间布局，景区周边与环嵩山旅游公路沿线布局美
丽乡村精品村、示范村 50个。同时，把握旅游城市规律，市政设施与旅游
设施同规划、相融合，建设了嵩山驿站、悦跑环等服务设施；加快建设文化
产业核心板块，按照中原地区“游客集散中心”的定位，打造集中展示世界
文化遗产的“嵩山客厅”，登封正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城市建设与治
理的方向。

近年来，登封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
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
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
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
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社区品质决定城市品质，社区服务彰显城市
温度。登封市将完整居住社区作为高水平推进
城市有机更新、高品质优化城市发展格局、高标
准创造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举措，实施完整
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完善提升社区服务功
能，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全力打通城市建
设 治 理 工 作 的“ 最 后 一 公
里”。该市以城市道路
为边界，以老年人、
儿童步行 5~10
分钟的距离为

标准，统筹考虑人口规模、空间边界、服务半径等
因素，重新划分44个城市社区，招聘240名社区工
作者，社区人口下降一半，服务管理人员提高一
倍，社区治理效能大幅提升。实施“道路更新、游
园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停车场建设、拆墙透绿”五
大配套工程，推动社区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投资9.7
亿元改造25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管理、机械化保
洁全覆盖，让居民享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
福感。

城市建设治理要高度重视“序化”问题。结合
山城特征、旅游城市特点，登封提出“能共享不新
建、能地上不地下、能平面不立体、能自走不机械”
的停车场建设理念，共享机关单位、酒店商超、住
宅小区停车资源，新增共享停车泊位 1万个；排查
城区闲置土地、违规占用地下空间 230处，新建停

车场98处；沿环山旅游公路、登封大道建设20
处大型潮汐停车场，可有效分流旅游高峰
时段车辆。目前，登封全市新建、共享停

车位达 2.2万个。在此基础上，明晰“停车必入位、
停车必收费、违停必处罚”工作思路，倒逼机动车
全部入场停放、入位停放。“规划一把尺、智能一张
网、停车一张图”，全市所有停车场全部纳入 ETC
智慧停车一体化平台管理；智能诱导系统确保车
主通过手机App查询目的地附近停车场及余位信
息；ETC无感支付让车辆进出停车场时间较扫码
缩短3倍。目前，少林大道等登封主干道两侧路内
停车泊位全部压减，城市通勤效率、夜间机械化保
洁质量均大幅提升，在保洁总费用不变的前提下，
全市机械化保洁面积翻了一番。登封的ETC智慧
停车管理经验受到交通部肯定。

登封还着力提高城市治理市场化水平，将城
区、景区环卫保洁全部外包，城市规划路机扫率达
100%；以“大城管”为统揽，推动资源规划、林业等
部门执法力量全部下沉，做实“一社区一警”机
制。城市因环境整洁有序变得更美，百姓生活因
城市治理效能大幅提升，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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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嵩山，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世
界地质公园、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星布于此。对于登
封来说，嵩山是宝贵的生态屏障，是美丽的自然景观，是丰富的文化宝藏，
是靓丽的城市名片。

以“两山”理念为指引，登封市深入开展嵩山和世界文化遗产“双保
护”，拆除嵩山景区红线内违法建筑780余处、30万平方米，外迁各类人员
2万余人，核心景区全面封闭、群众全部下山、土地全部流转、违建全部拆
除。同时，全面规范宗教领域秩序，提高武校规范化管理水平，开展专项
治理遏制非法开采，理顺嵩山风景名胜区经营管理体制，嵩山逐渐由“乱”
向“治”、由“闹”到“静”。

住建部总经济师、中规院院长杨保军到登考察时认为，登封“四乱”治
理重构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为高品质美丽县城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嵩山这一绿色本底上，登封坚持规划先行、主体功能区先行、基础
设施先行、环境建设先行，确立了“一核、一带、两山、多廊、多点”的城市高
质量发展空间布局和“三绿楔、四河、三带、四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为高
品质美丽县城建设撑起了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化、“三生”融合的发展新
框架。2015年以来，登封市高品质城市建设投入达433.7亿元，城区面积
从 22.26 平方公里拓展到 50.87 平方公里，市区人口从 17.7 万人增加到
28.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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