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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居 绿 城 ]

（上接T01版）时代不同，对城市的发展水平和
建设要求也不同。进入新千年新世纪后，郑州，决
心甩掉“小气、土气、俗气”的帽子，塑造新的城市形
象。否则，必将不利于这座千年古都的腾飞，更谈
不上宜居的实现。

历史，留给郑州的有荣光：她是中国八大古
都之一，有着宝贵的 3600 年不间断的城市史。
这，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历史，同样也留给郑州大量的建设欠账：“一五”
到“七五”城市建设资金（包括市政工程养护费）分别是：
1879万元、1234万元、990万元、2053万元、3540万元、
13355万元、45321万元。35年的总投入，不到7亿
元。

于是，进入新千年的郑州，是一座基础设施落
后、脏乱差现象普遍，“小气、土气、俗气”的省城。这
严重影响了郑州的形象和吸引力，也和中原城市群
龙头的地位相去甚远。

提升郑州的城市品位，让郑州“大气起来、洋
气起来、雅气起来”。

郑州市委市政府果断、科学地确定了郑州城
市发展的思路：规划建设新城区即郑东新区，保护
改造中心城区。用新城区迅速提升郑州乃至河南
的形象和品位，把中心城区建设成为宜居城市。

要在人口密集、车辆拥挤的老城区施行城建
“手术”，钱从何来？毕竟，我们2000年的地方财
政收入只有46亿元。

而且，如何防止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
中极易形成的“千城一面”？我们要在发展中对
得起郑州3600年古老的历史，留住郑州的城市灵
魂。

“绝不能摧毁历史文化内涵，代之而起一
座座高楼大厦，形成没有历史的城市壳子。”
基于这一正确认识，郑州市委市政府确立了保
护改造中心城区的理念，即在中心城区改造
中，要保护好老城原有的厚重、古典，保护郑州
作为八大古都之一的文化韵味和悠久的历史
底蕴，特别注重 25 平方公里范围内商城遗址
的保护。

于是，一系列保护、改造和创新规划的“内科”
和“外科”城建“手术刀”，在新千年的郑州大地上
飞舞。

2001年~2002年，郑州启动对商城东城墙的
保护工作，实施了城墙绿化、加固等试点工程。

2002年，以郑州市老城区保护改造总体概念
性规划的完成为标志，我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高效能管理和高水平经营城市”的序幕正
式开启。

2002年年初，郑州市委、市政府确定“保护改造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郑东新区，带动中小城镇发展”
的城镇化发展思路。这是个完整的城镇化思路，新
老城区并重，和谐共生，没有偏废。提出“带动中小
城镇发展”，意味着工作重点在城区，尊重城镇化的
一般规律。

郑州市政府这一思路和决策的产生，得到
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时任

河南省省长）的大力推动和支持。2003年，郑州
中心城区保护改造进入元年。当年，成立了城
市建设管理综合整治协调领导小组，“按照一年
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目标，成立 15 个指挥
部，完成对老 107 国道、10 个主要出入市口、21
条景观路、113 条背街小巷、二七广场及周边地
区、熊儿河及东风渠的综合整治，新建小游园
79 个；完成 21 条景观路两侧 900 多幢沿街建筑
的清洗、拆除或高标准粉饰；取缔改造旱厕 340
座，升级改造公厕 175 座，设置移动式环保公厕
44 座。由于大力实施街景、公厕整治和游园建
设，2003 年被称为郑州市的“公厕革命年”、“街
景整治年”和“绿地、游园建设年”。当年，拆除
有碍观瞻的违章建筑逾200万平方米，在全国受
到关注。

保护老城区从一开始就受到重视。成立了商
城遗址保护改造指挥部，制定了《郑州商城遗址整
体保护规划》，拆除商城城墙附近的大片违章建
筑，修建了保护城墙的多处公园。此外，棉纺厂大
门等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古旧建筑、坡顶房也按
照“修旧如旧”的理念，进行了保护性改造。

中心城区保护改造一揽子浩大繁复的基础工程，
持续了整整3年。

这是一次关于品位的重塑。
中心城区保护改造以国际大都市为坐标，充分

体现超前思维，强化品位，精雕细琢。比如由“点、
线、片、环”组成的夜景照明，一度成为郑州的城市名
片。“白天看市容、晚上看夜景”成为来郑参观考察的

“必修课”。
2005年10月，基于郑东新区“三年出形象、五年

成规模”的建设目标，中心城区也相应提出“三年一
大变、五年上水平”的奋斗目标，开展了以“优化人居
环境、增强城市功能、打造精品街区、提升文化品位”
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管理年”活动，城市建设和管理
水平进一步提升。

2008年，遵循着“建设和谐郑州、建设宜居城
市”的思路，郑州确定了城市建设的“十项目标、
十项工程和十项任务”，开展地铁一号线、解放路
立交、火车站西出口建设和10条精品街整治，开
展“垃圾不落地”活动。

2009年，是郑州城建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年，
全年城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71亿元。围绕“三化两
型”发展战略，地铁一号线全面开工，BRT公交系统
投入运营，嵩山路立交、航海路、二七路等整治工程完
工。

2010年，市委、市政府斥资195亿元，把“畅通郑
州”作为全年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的主题，力争3~5
年内实现郑州交通拥堵根本改观。

新世纪的十年间，郑州从中原城市群龙头到
现代化大都市，从跨越式发展到“三化两型”城
市，始终以城市发展的需要来调整城市建设的载
体，始终以人为本，在保护改造中心城区的同时，
加快建设郑东新区，同时带动中小城镇发展的城
市建设思路始终一以贯之。

一位哲人说过，“看不清未来时看看历史”，

郑州这十年从小城到大城，再到大郑州的蝶变，
佐证了这一思路的极大正确性。

十年来，在实施一个个大工程的时候，我们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因为我们
的终极追求，是打造宜居之都，是让郑州人“诗意
地栖居在郑州大地上”，有干净的水源、新鲜的空
气、灿烂的阳光和优美的景色。

我们中心城区保护改造的具体目标是：路
平、灯明、水通、安全、卫生，“净、绿、亮、美、畅”。

我们中心城区保护改造的原则是：坚持以人
为本，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
市功能，提高城市竞争力。

我们中心城区保护改造的要求是：一要实行
“三控制三增加”，即在中心城区严格控制土地审
批、严格控制超高层建筑、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
数量，增加广场游园、增加生态绿地、增加公共服
务设施；二要拆迁安置工作努力实现“两好”目
标，即群众搬迁后居住条件要比原来好，安置后
生活要比原来好；三要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名城的
特点，不搞大拆大建，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利用，使中心城区既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又
兼具时代特色。

如今的郑州，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9.7 平
方米，为2000年的两倍；人均住房面积是2000年
的2.5倍。

如今的郑州，市民出行300~500米见到游园、绿
地。以鑫苑名家社区为代表的人居样板示范社区63
个，占全市社区总数的15.8％；一类社区321个，占全
市社区总数的80.3％；三类社区基本消除。

如今的郑州，白天干干净净、夜晚亮亮堂堂、
常年平平安安。

如今的郑州，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形象美好、品
位跃升，适宜居住的大都市屹立在中原大地，闪耀着耀
眼的光芒，吸引着万众的目光。据市接待办统计，从
2004年起，郑州引来多个地级市领导带队的参观考
察，其中，2004年148个地级市，2005年232个城市292
批，2006年120个城市。

思 路 决 定 出 路 。“ 加 快 建 设 郑 东 新 区 ，
保护改造中心城区，带动中小城镇发展”的
思 路 需 要 再 持 续 、再 加 强 和 再 提 升 。 我 们
需要将郑东新区加快建设成为像曼哈顿之
于 纽 约 一 样 ，成 为 大 郑 州“ 强 吸 纳 、远 辐
射 ”的 政 治 中 心 、经 济 中 心 和 文 化 中 心 ；我
们 需 要 将 八 大 古 都 之 一 、3600 年 的 郑 州 中
心 城 区 ，保 护 改 造 成 我 们 耳 熟 能 详 的 骄 傲
和 自 豪 ；我 们 需 要 将 我 们 的 城 镇 化 愿 望 变
成 现 实 ；我 们 需 要 郑 州 的“ 大 气 、洋 气 、雅
气 ”不 可 间 断 ，一 直 持 续 ，渗 入 我 们 的 骨 子
里 。 因 此 ，我 们 更 需 要 统 一 思 路 、团 结 一
心，加快步伐。

新世纪的头十年，郑州城市建设进入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好最快的发展阶段。十年来，我们重
新塑造了郑州城，塑造了她的品位，塑造了她的
性格，塑造了她的功能，塑造了她的生态，塑造了
她的灵魂。

总编辑评论

郑州晚报大型系列政经报道《新世纪十年见郑》总题，由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亲笔题写。

十年之治·为了诗意地栖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