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在学术领域，十几年前一些专家就
提出了“郑汴要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但当时
并没有多少人重视，引起人们强烈关注的还
是网上讨论，而此时，专家学者的理论也从头
脑中的“郑汴一体化”思想萌芽走向了深入探
讨，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设想。

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郑州至开封仅 70公里，走高速仅用 30

多分钟，甚至比从郑州东区到西区耗时都
少。更值得期待的是，郑州全力向东发展，
郑东新区呼之欲出，开封强力向西扩张，杏
花营组团早在规划。

“听说，郑州正在规划郑东新区，最东到
达圃田镇。而我们开封还要继续开发西区，
可以展望，不远的将来，郑州市区和开封市

区将要接壤。到那时开封有可能就变成郑
州一个卫星城了。”

2001年 12 月 20 日 13 时 47 分，一位网
名为“叶笑风”的网友在开封的宋网论坛
上发了一篇标题为 “郑州会否兼并开
封”的帖子，拉开了在公开场合讨论开封
是否应该与郑州加强合作的序幕。帖子
发出后，立即引来了网友们的热烈关注，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参与相关话题讨论的
有数万人，其中，不乏一些学者。

逐渐，民间的讨论开始引起官方的重视。
2004年 8月，受河南省发改委委托，国

家宏观经济研究院启动《中原城市群发展研
究报告》编制工作。《报告》建议：“十一五”时
期，应优先推动郑汴一体化发展。

郑汴一体化被官方提上日程，接下来的
问题就是如何发展郑汴一体化？2004年 12
月 17日，《郑州晚报》率先推出了“郑汴一体
化”系列报道，当天，用 3个版的篇幅对郑汴
一体化的种种可能展开讨论，并对这一话题
进行了持续的关注。

参与这一系列报道的郑州晚报首席记
者张锡磊回忆说：“接到这个采访任务时，我
异常兴奋，郑汴一体化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
的构想，一旦变为现实，它将会影响到河南
省乃至中部地区的城市格局。作为一家主
流媒体，面对这样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应
该有自己的声音，也有义务为推进这样的
事情出一份力。”

据张锡磊介绍，采访中，一些专家认为，
相比中原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郑州、开封
两市具备更多实现一体化的客观条件。换

句话说，郑汴一体化更具可能性和可行
性。郑汴一体化的实现将会改变我们目前的
生活状态，虽然我们现在还只能去展望，但可
以想象，在后一体化时代，如果你想携三五好
友去品鼓楼的夜市、赏清园的美景，将会像同
一个城市一样方便，郑汴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之间的障碍也会一一消除。

假设可行的话，“郑汴一体化”的第一
步应该从哪里迈出？到底如何实现一体
化？最终他们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
标？实现郑汴一体化有没有困难？有哪些
门槛需要跨越？

当时，《郑州晚报》记者通过对普通民
众、专家学者和官员的采访，报道从“郑汴先
行的五个理由”、“郑汴一体化的七大设想”、

“郑汴一体化的六个门槛”等方面对郑汴一
体化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

本报率先推出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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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汴一体 顺民心梦想变现实

新闻背景
2001年12月20日，开封宋网论坛一篇标题为“开封会

被郑州兼并吗”的帖子，引起网友们的热烈关注，从那时起，
郑汴一体化就成了很多人的梦想。2004年12月17日，《郑州晚报》用3个版的篇
幅对郑汴一体化的种种可能展开讨论，并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2005
年8月17日，时任河南省省长李成玉赴开封调研，正式提出：建设郑汴城市连接
线。郑汴一体化发展序幕拉开。时至今日，郑汴一体化的基本框架已经清晰，
郑汴产业带也正在紧张的建设中，一个全新的经济区域中心蓄势待发。

郑晚影响之城建

郑汴新区值得期待

电话、邮政实现同
城，银行存取款实现

“同城待遇”都是铺垫，
郑汴产业带的建立才
是郑汴一体化的核心。

2007 年 10 月 16
日，由河南省发改委牵
头，包括省国土资源厅、
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和省
交通厅在内的5家单位
在中牟召开协调会，针对
郑汴产业带的发展现状、
存在问题进行了充分讨
论，并成立了郑汴产业带
发展领导小组。而早在
8月3日，郑州市郑汴产
业带管理委员会成立，标
志着郑汴产业带建设进
入实质性阶段。

2007 年 10 月 22
日，《郑州晚报》记者在中
牟县采访时，郑汴产业带
管理委员会环保建设部
门的张春告诉记者，第一
期进驻郑汴产业带的项
目共有7个，其中白沙组
团分别有河南财税专科
学校、白沙组团服务区、
河南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奥林特制药厂和郑
州铝业5个项目，官渡组
团有明丰大蒜深加工厂、
大成集团的生物化工两
个项目。

2009年6月18日，
河南省政府正式印发了
《郑汴新区建设总体方
案》，方案指出，郑汴新区
的总面积约2077平方
公里。

再过5到10年，郑
汴新区将建设成“五区一
中心”的“复合城市”，即
现代产业集聚区、现代复
合型新区、城乡统筹改革
发展试验区、对外开放示
范区、环境优美宜居区和
为全省乃至中西部地区
服务的区域服务中心。

［ 未来展望 ］

事实证明，《郑州晚报》的不少提议已经变
为现实。比如，取消“过路费”，郑汴通公交。

2005年 12月 5日，中共河南省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豫发〔2005〕25 号），明确提出

“尽快开工建设郑州至开封城市连接通道，
抓紧沿线规划和开发，加快郑东新区、中牟
组团、杏花营工业板块建设，率先实现郑州
与开封对接”。2005年12月6日，郑汴城市连
接线开工建设。

2006年9月30日，郑汴城市连接线即将
建成，受省发改委委托，郑州市地名办通过
《郑州晚报》等新闻媒体，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郑汴城市连接线道路名称，读者参与热情极
高，最终确定这条道路为“郑开大道”。

2006年 11月 11日，在《郑州晚报》的倡
议下，联合《汴梁晚报》发起，郑汴两市数千
群众自发参加了郑开大道暴走活动。

2006年11月19日，郑开大道正式开通，
郑汴一体化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也被看做
是郑汴一体化的真正开始。

《郑州晚报》在“郑汴一体化的七大设
想”的报道中还提到，电话、邮政能否实现同
城？银行存取款能否“同城待遇”？

公众的期盼没有持续很久。2006年 11
月 1日零时起，两市间固定电话长途通话资
费下调 30%；以套餐方式取消两地间移动电
话的漫游费和长途费，实现了市话收费。

随后，两市商业银行联合发行了“联名
世纪一卡通”银行卡，两市居民、企业在郑州
市和开封市商业银行各网点凭卡支取现金，
免收手续费。邮政部门也签署了合作协
定。郑汴特快邮件实现当日投递、当日送
达；推出郑汴城区同城礼仪配送服务，两地
享受同城价格；两地居民可在当地买到对方
城市的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等。

影响城建
之五【 】

郑开公交开通，郑汴一体化又迈出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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