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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郑州西区精品楼盘展示会
时间：3月6日～3月8日 地点：建设路与桐柏路交叉口大商超市广场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西区的生活，“宜居”恐怕最
合适不过了，先不急着诠释
西区的宜居特征，单单从

“人少、车少、不吵”、“回家
就是度假的开始”等一些耳
熟能详的描述中，我们就不
难发现西区生活中那些点
滴串起来的生活品质。

随着老国企的外迁和市
政改造的实施，西区的居住
环境变得更加卓越，而市政
配套的升级，西区人越发闲
适的生活更是让人羡慕不
已，浓厚的生活氛围，让中国
传统的文化习俗能得以保留
和传承，这也是西区最能代
表老郑州至真至纯的味道。

晚报记者 王磊/文 吴琳/图

从小就生活在郑州西区的赵先生，有着浓
厚的守土情节，虽然他在紫荆山附近工作，却依
然朝九晚五地挤公交东西奔波。

“上下班能看到伏牛路上的法国梧桐，就让
人心里安静很多，有一种暂别尘嚣的感觉，住在
这里心里轻松。”赵先生的一番话挺动情的，他
对西区的感情溢于言表。

“西区的绿化率很高，仅次于郑东新区，但
郑东新区的环境让人不敢接近，不如西区具有
亲和力，在西区，人与自然早已相处得十分和
谐。”他感慨地说。

赵先生所描绘的西区生活，足以说明西区
的环境是宜居的，人少、车少、不吵的闲适生活
让人羡慕不已。

郑州布瑞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负责
人李强告诉记者，西区主干道两边的法国梧桐
树很多都是郑州建市时栽下的，历经几十年的
成长，早已根繁叶茂，许多家属院里，五六十年
树龄的大树随处可见，郑州“绿城”的称谓就因
此而得名，盛夏时节，西区的气温要比市中心低
两度。

在河南世纪金源置业有限公司策划经
理蔡海龙眼里，西区的环境已是厚积薄发、
渐入佳境，随着老工业企业的外迁、改造，
区域环境得以升级，西区的空气质量也名
列全市前茅，这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天然

“氧吧”。
为保护西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房地产企

业也在积极利用旧有景观，为自己的产品升
级。鑫苑·国际城市花园，就保留了一排生长
了 50 多年的法国梧桐树。而金源第一城项
目，也曾经为保留一棵老树，不惜牺牲一栋楼
作代价重新变更小区规划。而帝湖花园则积
极参与到“西水东引”的工程当中，活水从洛
阳陆浑水库引到郑州尖岗水库，再引入金水
河的源头帝湖，最终流入金水河，惠及全市人
民的生活。

河南鑫苑置业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沈宏
强感慨到，老的景观能让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市
民找到归属感，毁掉这些东西无疑就是犯罪，房
地产企业应该尊重并发扬一个城市区域的文化
特征，要做到守土有责。

李大爷是郑州铁路局的一名退休工人，对
于在西区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而言，西区的生
活氛围就像是壶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李大爷的儿子居住在东区，每每去看孙子
时，他总有一种去了外地的感觉，邻里间老死不
相往来，儿女上班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憋
屈得要命，想吃碗烩面的时候甚至找不到地方，
干啥啥不顺手，用李师傅的话讲：“东区的生活
节奏快得让人犯心脏病，还是西区住着舒坦。”

在李大爷眼里，西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
着浓厚的乡情，这足以让他魂牵梦萦。

每天早起去碧沙岗公园遛遛鸟，打打太极
拳，闲暇时，楼上楼下喊一嗓子，就能凑够一个
牌局，饭点时，指不定谁家会送来一碗热腾腾的
饺子，公园里，一早一晚三五票友吆喝一阵，在
李师傅眼里，这才是生活，处处充满着人情味。

其实，每一位“老西郊”都有着李大爷这样
的感觉。事实上，近半个世纪的城市发展，让西
区积淀了浓厚的生活氛围，让中国传统的文化
习俗能得以保留，难怪有人会说，西区是最能代

表老郑州的地方，人情味是笔隐藏的价值。
可喜的是，这笔隐藏着的价值正逐步被人

们接受和追捧，一项调查显示，郑州市民购置养
老房的比例中有三成人倾向于西区，以便于老
人能享受到浓厚的邻里氛围。而众多房地产企
业也发觉到这一独特的商业价值，注重对邻里
氛围的营造，即是对西区文化的一种保留。

蔡海龙介绍说，西区居民住惯了老式家属
楼，对“束之高阁”的高层住宅有一定的抵触情
绪。金源第一城就为营造温馨的邻里氛围可谓
下足了工夫，例如利用小区原有的地貌特征进
行造景，或者根据西区居民的生活习惯，设置一
些廊道、邻里广场等。

而帝湖将十万条自养鱼免费赠送给业主的
做法，也充满着浓浓的和谐氛围，李强告诉记者，
一个和谐社区，必须要有一个社区文化精神的

“魂”，此次帝湖“湖美鱼肥”的幸福分鱼活动，更
是为业主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契机。帝湖花园一
贯秉承“产品服务双线并举”的理念，旨在让居民
真正体验到浓厚的人情味带来的居住的价值。

齐桓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郑州西郊人，
谈及西区的宜居，齐桓似乎有说不完的感慨。

他告诉记者，在外地人眼里，但凡是带
“郊”的地方，一定是郊区，但老郑州人都知
道，西郊并非如此。就在郑州东区和北区的
居民为生活做饭、取暖不便而怨声载道时，西
郊的大多数居民早就开始享受管道燃气和暖
气的便利了。而在其他区域小孩就学难的问
题上，西区依然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郑
州的很多学校都集中在西区，划片入学让西
区的学生沾尽了光。

而在出行方面，西区的便利也非常明显，
这里的公交线路秩序通畅，起点或终点基本
都设立在西区。在进行了一系列市政道路改

造后，西区道路设施已较为发达，交通堵塞状
况有所缓解，而最近备受瞩目的地铁和快速
公交系统也从西区开始修建。

同时，西区也是大型企业家属院最为聚
集的区域。蔡海龙介绍说，这些家属院的配
套设施相比其他区域更为齐全，学校、医院、
超市、银行、娱乐场所一应俱全，对于长期生
活在这样安逸环境下的人来说，他们都不愿
意搬到其他区域去住。

这一切都说明，西郊绝对是郑州市最理
想的居住地。李强认为，西区地处郑州市政
府所在地，建市以来一直是郑州市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几十年积累的生活配套已经
非常成熟，这里被广大市民公认为最宜居的

地区也不足为奇。
然而，就在西区便利的生活被人们推崇备

至时，西区的各种商业布点也在秘密进行着，
一种全新的商业配套正在升级，沃尔玛钟情建
设路、丹尼斯进驻大学路，大商集团、世纪联
华、国美、苏宁等众多连锁商家纷纷在西区开
设卖场，西区的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动。

沈宏强认为，西区的商业升级不仅会使得
西区更加适宜居住，另外，这也传递着一种信
号，暗示着西区真正复兴与崛起的时期已经来
临，而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产生、发展然后
达到辉煌的过程。如今的西区早已不是西部
塌陷的落后面貌，拥有着良好的文化历史环
境，西区将会厚积薄发，迅速赶上其他区域。

配套：衣食住行样样便利 西区诸多的先天优势，自然让在西区生活的人沾了不少光

人情味：西区生活的“魂”
西区是最能代表老郑州的地方，人情味是笔隐藏的价值

曾几何时，郑州西区“西部塌陷”的称
号，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
城市“西贵”、宜居之城的褒扬。

在变与不变的轮回中，从“人少、车少、不
吵”到“回家就是度假的开始”，西区的环境在
升级，不变的依然是宜居；从便利的家属院周
边配套，到大商业纷沓而至布点图谋，再度拔

升了西区人的便利生活，不变的依然是宜居；
从大杂院街坊邻居一家亲，到大社区有大家
的感觉，西区的人情味得以继承与发扬，不变
的依然是宜居。

如今，“要住就住西区”已经成了购房者的
共识，西区的温情与婉约因“宜居”而成为人们
心中不变的永恒。

郑州地表饮用水源匮乏，目前郑州市水
源90％靠黄河，2005年底，郑州市委、市政
府正式提出“西水东引”设想，欲向洛阳陆浑
水库借水，补充郑州水源。整个饮水线路计
划从陆浑水库经巩义过荥阳，到达郑州尖岗

水库。工程全长60多公里，总投资额约13
亿元。

把洛阳陆浑水库的水引到郑州，主要是
考虑郑州的长远发展，有了“南水”和“西水”
以后，就打破了郑州对黄河水的过度依赖。

不变的宜居

“西水东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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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语行动·西城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