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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地产·行业

区域发展迫切需要优质配套
经过20年的建设与发展，郑州高新区已成

为高新产业聚集的高地，形成电子信息等五大
主导产业和软件服务外包等七大特色产业集
群，创造了 20个世界或全国第一，已成为自主
创新的高地，有各类科技人才近4万人，科技人
才密度位居河南之首。

高新区在不断地成长和成熟，高品质的住
宅配套也日渐成为其发展的必须。

“目前，高新区房地产行业正在步入良性的
发展轨道，并逐步在走向繁荣。”高新区房管局
局长王彬说道，这种趋势非常好，让人看到房地
产发展的契机。

王彬介绍说，原来的高新区定位为产业区，
规模小、人口少，因此没有过多地考虑住宅配套
的建设，加上当时土地控制严格，也不主张进行
很多的房地产项目建设。

然而随着高新区的快速成长，企业的数量
与规模不断加大，大中专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
员也逐年增多，原有的上下班坐班车的模式根
本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高新区迫切需要
一批高品质住宅与之相匹配。

为此，高新区经市政府批准拟在高新区原
来的基础上向西扩张，建设一个新城区，在城市
功能的定位上要求对住宅有必要的供应。

与此同时，高新区管委会领导也在不同
的场合表示，安居，才能乐业。只有解决好
区内人员的后顾之忧、解决好区内居民的住
房问题，高新区才能成为特色、效益、和谐的
高新区。在高新区内，高品质的住宅资源严
重不足，因此，以住宅为核心的“后院工程”
将是决定高新区创业环境和发展后劲的重
要指标。

由科技地产向人居地产转型
郑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辖区内有国

家、省、市科研机构数十家，大中专院校、大中

型企业共百余家，素以科技力量集中、工业基

础深厚著称。作为昔日的老城区，高新区不仅

市政配套设施成熟，工业基础深厚，而且外加

郑洛城市工业走廊的提出，南水北调工程对西

区环境的优化，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农业西路、

化工路、桐柏路的打通拓宽等工程的日益完

善，使西区的地产显现出巨大的发展空间。

蕴含着无限发展潜力的西区楼市呈现出一

片蓬勃发展之势，让众地产商兴奋不已。据调

查，西区的工程地质条件较好，地基基础稳定，

地形较平坦开阔，更重要的是郑州西部有邙山

这个天然屏障。所以，在众多开发商眼中，西区

可谓风水宝地。

“只是，2007年以前，高新区用于工业（科

技）地产的开发是最多的。”据王彬介绍，高新区

的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总部企业基地等都

是科研用地的开发和利用，只有小部分用来开

发住宅，这些楼盘的价格较低，环境、配套设施

也都一般。

不过，随着以郑州市基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河南新世家置业、河南新合鑫置业有限公

司为代表的一批品牌开发商的进驻，高新区实

现了由科技地产向人居地产的快速转变。

一个个高品质社区的横空出世，使郑州楼
市西进的脚步声显得更加铿锵有力，成为郑州

“西部崛起”的新动力所在。

开发商看好高新区未来前景
“‘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年年初，郑州拍出

的第一块土地即出自高新区，开发商完全从市
场运作来考虑拿下了这块地，显然是看好高新
区未来的房地产发展前景。”王彬认为。

早些时候，就有业内人士表示，高新区板块
地产的崛起指日可待。如今看来，这并非一句
戏言。

相对郑州其他区域，高薪的房地产业发展，
目前还处于洼地。然而，随着地铁的开建，使高
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驶向了快车道。越来越多
的购房者将目光投向了这里，越来越多的开发
商抢摊西区。

此外，政府也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加大了对
西区房产开发的支持力度，高新区管委会成立
专门的工作小组进驻一些高品质房地产项目来
扶持其开发。

在此支持下，高新区的区域生活环境、居住
条件、市政配套随之大为改观。置身于此，能够
感受到它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郑州中学、郑

州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河南省最好的
院校及郑州美术馆都聚集在这里，而且国家烟
草研究院、国家信息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可口可
乐等国家重点研究机构和全球知名企业，众多
银行、保险机构也“紧随”至此。

“作为郑州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新技术
开发区具有不可比拟的交通优势及适宜人居的
生态环境，这将使其成为众商家来郑投资兴业
的沃土，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业内人士对高
新区房地产业发展的充满了信心。

医疗、商业配套双脚齐步走
“就像一个人走路，不能一脚深一脚浅，而

需要一左一右，齐头并进。吸引开发企业进驻
新区后，引进医疗、商业等配套设施就显得至关
重要。”在王彬看来，没有商业，社区业主会觉得
生活不方便；可是，如果没有住宅，商业和医疗
系统会认为缺少人气，也不会来。因此，区政府
特别对一些相关行业降低了税费，希望能够吸
引它们过来。

“这样的方法，按说谁都想得到，没有太多
特别指出。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从长远来看是
没有问题的。”王彬继续说道，郑州高新区作为
国家级技术开发区，在全国也没有几个。从
1988年建成后，每年都在以 30%的发展速度在
递增，随着住宅、人口的增加，区域吸引力会更

强，高新区成为郑州城市副中心将指日可待。

“走进高新区的科学大道，你看到的不光是

一条路，而是一条综合的路线。”居住于郑州高

新区的郭先生介绍，这条景观大道上的商业配

套设施、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已经超额完成规划

要求，丰富的环境资源满足着人们的需求。

“在园区建设初期，由于缺少人气，基础服务

设施只是在外围打转，迟迟不进城。为了确保城

区建设与园区配套发展，区政府一项项去跟进施
工进程，用事实解决开发商的顾虑。”王彬表示，如
今，郑州高新区已经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
培训、村庄整合改造等列为重点民生工程。

高新区过去只是定位在高新技术产业创业
园区，商业住宅用地很少，现在高新区将自身定
位于新城区，与居住有关的户籍政策、商业配
套、教育配套以及吃、住、行等各项配套服务都
会有所考虑，这为高新区地产发展提供了重要
发展机遇，高新区地产一定会因此迎来新的发
展时期。

基正盛世港湾情系灾区献爱心
4月 19日，一场饱含爱心与情感的捐助

活动在基正盛世港湾举行。4月 14日，青海
省玉树自治州玉树县遭受7.1级地震，灾情发
生后，郑州市基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迅速
作出反应：向震区人民送去一片爱心。该公
司员工自发组织起来，纷纷向震区人民伸出
援助之手。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基正公司
通过郑州红十字会向震区人民送去了他们的
一份心意，希望他们的爱心能够使震区发生
一点改变。 梁冰

清华·忆江南举行房价倒
挂高端峰会

4月16日下午，“从这里望向未来——生
态华宅与房价倒挂”高端峰会，在清华·忆江
南隆重举行。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郑州市
未来远景规划的指导下，随着城市经济的不
断发展，以清华·忆江南为代表的近郊大盘将
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地带，“城郊生活，
城中工作”将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经过本次峰会，到场嘉宾对于“房价倒挂”
现象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置业方
向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对于清华·忆江南所倡
导的亲近山水的原生态生活方式更是表示了深
度认可，同时，此次论坛的举办也对中原楼市的
长远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张辉

万达向玉树灾区捐款1亿元
4月19日，大连万达集团通过中华慈善总

会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这是迄今
为止地震灾区收到的最大一笔救灾捐款。

万达集团以“共创财富、公益社会”为企
业使命，成立 22年来，累计捐款已超过 17亿
元，曾四次获得国家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
奖。今年以来，万达集团累计捐款超过2.5亿
元。万达集团做慈善最突出的特色是关键时
刻勇于挺身而出，发挥榜样力量。除了这次
玉树地震捐款，万达集团还在 3月底通过中
央统战部向西南旱灾地区捐款 4000万元。

刘涛

一周咨讯

地铁凸显区域优势 完善配套提升人居水平

高新区 郑州未来副中心
地铁开通后，从郑州西区到东

区只需20多分钟时间。地铁拉近
了郑州东、西时空的距离，让一度
默默无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变得
炙手可热。

这里有环境优美的绿色园区，
是郑州最适宜居住的区域之一；这
里有便捷的交通、日渐成熟的配套
以及新锐的新区文化。随着城市
配套的逐步完善，郑州高新区正从
一个环境优美、产业迅猛发展的开
发区向生活配套完善、商业日渐旺
盛的新城市迈进。而这种趋势也
将使高新区变身为未来郑州的副
中心成为一种可能。

晚报记者 梁冰

赈灾玉树，中原地产在行动
20日下午，在微寒的春雨中，省房地产

业商会、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与
郑州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了“河南省房地产
业商会会员企业捐赠仪式”，正商、美景、天伦
等 11家房地产企业第一批捐款总额达 70.6
万元。

省房地产商会秘书长赵进京说，我们的
会员企业正在通过其他渠道向玉树震区捐款
捐物，据不完全统计，总额已达 230多万元。
据悉，商会还计划成立公益事业部，把公益慈
善事业作为商会主要工作之一，使之常态化、
直接化、实际化。 小申

河南省低碳地产倡议活动启动
4月 15日下午，为积极响应国家低碳战

略号召，展现河南地产行业关于低碳、环保、
绿色人居的理念和行动力，新浪乐居、河南省
房地产业商会、建业集团共同发起的“低碳建
筑，绿色生活——河南省低碳地产倡议”启动
仪式在建业城市花园举行。新浪乐居、河南
省房地产业商会、建业集团、河南省主流房地
产企业代表 20余人及省内各大主流媒体代
表出席了仪式。 刘涛

泊爱基金会三月三拜轩辕
三月三，拜轩辕，在全球华夏子弟欢聚中

原故里之时，泊爱基金会在嵩山脚下，龙湖之
畔，轩辕黄帝诞生地，举行了大型祭祖活动。

泊爱基金会的会员主要是来自北京深圳
及来自河南的中小企业家，其宗旨是传递泊
爱精神，构筑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社会。参加
祭祖的200多位南北企业家在龙泊圣地黄帝
宫焚香拜黄帝，共话和谐。泊爱基金会创始
人，居易国际董事会主席向水先生向南北企
业家分享了向水心灵学泊心于爱的深刻感
悟。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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