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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河南，将有越来越浓的“绿意”。
持续开展国土绿化和森林河南建

设，推动城市实现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郊野公园广覆盖，力争到 2025年，
我省国家森林城市达到18个。

全面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建
成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体系。
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
设，到2025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
零填埋。

2025年，我省国家森林城市达18个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出炉

落户郑州中心城区门槛持续降低
以公办学校为主将随迁子女全部纳入义务教育范围

根据规划，到 2025年，我省
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全
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左
右，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约1.5个百
分点，5年新增城镇常住人口800
万人左右，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
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大
幅跃升，郑州都市圈引领带动全
省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洛阳、
南阳副中心城市作用更加彰显，
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持续
提升，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功
能品质显著提高，治理体系更加
完善，县域发展基石更加稳固，乡
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区域

发展更加协调。
到 2035年，城镇化进入成熟

期，郑州都市圈总体发展能级进
入全国第一方阵，中原城市群深
度一体化发展格局更加稳固，全
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体完成，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
伐，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
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
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
现，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
城市生活。

到2025年，全省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63%左右，5年新增
城镇常住人口800万人左右；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大幅跃升，
郑州都市圈引领带动全省发展的
动力更加强劲……记者昨日从河
南省政府获悉，《河南省新型城镇
化规划（2021—2035年）》出炉。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规划提出，郑州要聚焦当好国
家队、提升国际化，强化枢纽开放、
科技创新、教育文化、金融服务等
功能，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生产力和
创新体系布局，增强科技创新策源
和高端产业引领能力，深度参与国
际分工合作，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和
人文交流，加快打造国家创新高
地、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国家开
放高地、国家人才高地。

用创新培育竞争新优势，发
展壮大数字核心产业，全面提升
数字能力，发挥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举办地优势，打
造“中原龙子湖”全国双创名片，
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
厚氛围，推动驻豫单位在郑落地
一批重点项目和重大平台。

坚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壮
大“芯屏网端”全产业链，打造世
界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促进汽
车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升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品牌
优势，加快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
心示范工程建设，提升航空口岸承
载能力，增开一批洲际客运航线，争
取友好国家在郑设立商贸办事处、
签证中心，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立柔性引才引智机制，吸
纳、集聚、培养创新领军人才和创
新团队，实施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培养集聚工程。优化城市发展空
间布局，强化周边县级组团产业支
撑，加强与中心城区快速交通联
系，打造功能完善的郊区新城。推
进中心城区有机更新和品质提升，
优化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高标准
打造城市核心功能板块，合理疏解
一般性制造业、物流基地、专业市
场等非核心功能，鼓励优质教育、
医疗资源向新城组团转移。力争
到2025年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

2025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

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能级

推动郑州都市圈扩容提质
优化重塑郑州都市圈“1+8”空间

格局。推进郑州与开封、洛阳、平顶
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加速
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一核一副一带多
点”的空间格局。

“一核”即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
引领，以郑开同城化、郑许一体化为支
撑，将兰考纳入郑开同城化进程，发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枢纽作
用，打造郑汴许核心引擎。

“一副”即推动洛阳、济源深度融
合，形成都市圈西部板块强支撑。

“一带”即落实郑洛西高质量发展
合作带国家战略部署，发挥沿黄河干流
区域创新和产业等要素富集优势，以郑
开科创走廊为主轴、郑新和郑焦方向为
重要分支，打造以创新为引领的城镇和
产业密集发展带。

“多点”主要包括新乡、焦作、平顶
山、漯河等新兴增长中心。

完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规划提出，我省要促进区域交通

一体化发展。加快高速铁路拓展成
网，推进普速铁路扩能升级，完善中原
城市群城际铁路交通网，争取到 2035
年全省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万公里以
上，县（市）覆盖率达到96%，高铁路网
规模达到3600公里。

推动公路省际联通，消除跨区域“瓶
颈路”“断头路”，建设中心城市和都市圈
高速公路环射网络，到2035年形成“16
纵16横6联”高速公路网络格局。强化
普通干线公路对城镇、开发区、交通枢
纽、景区等重要节点的覆盖衔接，建设安
全畅通、质高路美的农村交通基础网络。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
备受百姓关注的农业人口到城市

之后，能否享受相应的市民公共服
务？规划给出了答案。

我省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坚持
尊重意愿、存量优先、循序渐进的原
则，进一步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持
续降低郑州中心城区落户门槛。完善
人口管理制度，建立以经常居住地登
记户口制度，提高户籍登记、迁移便利
度，逐步实现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

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健全以
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以公办学校为
主将随迁子女全部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
保障范围，逐步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流入
地普惠性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中等职业
教育保障范围。对随迁子女和户籍学生
实行混合编班、统一管理、平等对待，提升
随迁子女与户籍学生教育融合度。加强
对随迁子女的教育关爱和人文关怀。

今年1月1日，郑东新区，早上晨跑的市民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