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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人们对于西区的关注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对这个区域的未
来同样信心百倍。规划中以及在建的道路设施在拉大城市框架的同
时，也为西区的长久发展预留了空间，同时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
遇和希望。

细细算来，西区进入大盘时代已两年有余，现代化的住宅相继出现带
动了一个个街区的嬗变，但由于西区房地产发展相对较晚，舒适宜居且称
得上高端住宅的社区很少，这才导致有经济实力的人们大都选择在其他
区域置业。

然而按照发展定律，高端住宅要么集中密布于城市的中心区，要么
在非城市中心但拥有丰富自然景观资源和绝佳的风景胜地。

“西区市政府附近区域高端会所林立，教育、医疗配套齐全，却没有
高端住宅，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表现，眼下人们对市政府区的房产品牌
寄予了厚望。”一位房地产规划师如是说道，“随着交通和商业配套的逐
步完善，区域优势凸显，会吸引越来越多对人居环境有追求和造诣的开
发商前来，那么这个生态宜居区的住宅高端化也将会是市场大势。”

在认识到市政府区房地产发展不均衡现象之后，康桥地产中高层
人员就利用近两年时间，走遍了国内知名的品质小区，取经其宜居精
华，并邀请国际知名团队操刀设计和规划，在嵩山路与陇海路交会处投
资开发了溪山御府项目。

“作为楼市消费的中坚力量，高端收入阶层的消费特点将决定一个

区域楼市的主流形态。这部分群体包括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白领、
中小企业主，以及专业群体如医生、律师、IT工程师等。有调查显示，目
前西区相当一部分高收入人群仍住在普通住宅里，他们对房产有着升
级换代的愿望和需求。”溪山御府项目负责人坦言，“他们对居住环境的
要求绝不仅仅满足于功能的齐全，更有对社区氛围、人居理念等精神方
面的要求，因此，住宅的高端化是必然的趋势。”

在采访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人居需求的变化是西区发展的原动
力，且西四环、地铁、陇海路全线高架桥、快速公交等交通优势，以及大
型商业项目营造出了成熟的生活氛围，都将成为生态宜居区高端住宅
产品成规模化发展的助推剂。而在好的宜居区域，恰遇追求品质的开
发商，且有高端楼盘的开发经验，高端住宅可谓应运而生。

由于与生俱来的人文、自然环境优势，和完善的
生活配套设施，郑州嵩山路附近的市府区域被人们亲
切地称为“生态宜居区”。然而在这个几乎见证和推
动中原崛起的区域，却难觅高端住宅。这里是否真的
没有孕育高端住宅的地缘？实则不然，随着大交通工
程的再造和原本成熟完善的生活配套，愈来愈多的开
发商敏锐地嗅到了“价值”的味道，地产巨头们不谋而
合“挥师向西”，生态宜居区的高端化将成大势，区域
内人们的豪宅梦也将逐一实现。 晚报记者 王亚平

如果用心留意，不难发现，今年的房地产市
场，嵩山路以西区域无可争议地成为一大焦点，
在东区上班的人们，也大都偏爱在此区域置
业。近期，各大购房团也都将看房路线锁定在
区域内的几大楼盘，且报名人数比以前大为增
加。

“想找个环境幽雅，能够使紧张忙碌一天的
神经放松的区域来生活，真是不容易。”在农业
东路某写字楼上班的李强致电本报感叹道，“繁
华喧闹的东区显然不是很宜居，老城区倒是舒
适，但可供选择的高端住宅又太少。”

据了解，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与李强一样
有居住理想的人不在少数，大家时刻在生长的
理想，遭遇到了现实的羁绊。

李强认为：“绿化、教育等大环境的确不容
置疑，但若与郑东新区的高端住宅相比，在社区
规模、理念、规划、设计上，老城区的住宅显然不
占上风。”

关于郑州老城区的房地产业发展略显滞后
的问题，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这里有郑州最早、
最大的企业，以及市直机关，福利优越，似乎在
1998年房改以前不缺房子住。在 1998年实行
货币化分房以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房地产
开发热潮，首先服务急于在郑州安家落户的外
来人口，他们则大都集中在金水区。”

在该人士看来，这一轮的城市扩张还有个特
点：完全的市场化，土地价值相对较低的城市边
缘区域先被开发，旧城改造类项目因拆迁安置成
本高，开发商参与较少。直至东扩北移战略实
施，城市外围的低成本土地被渐渐开发至远郊，
高交通成本制约了进一步向外扩张的步伐，才回
过来逐步向城市中心的旧城改造发展。

因此，近两年，人们大都可以感受到西区交
通设施和商业配套的不断完善，这也吸引了越
来越多有使命和责任感的开发商前来，老城区
高端住宅产生且成规模出现才有了基础和要
件，人们对居住老城区的“豪宅理想”也再次被
激起。

曾有人这样表示，“老西区的路是一个‘内循环’——区域内四通八
达，但与环线和东区的对接中，存在瓶颈”。

然而从近几年的发展可见，目前的西区正在着力打造外循环，巩固
内循环。

以前西区发展的短板——交通设施，如今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从2001年嵩山南路结束了长期“断头”的历史开始，之后，农业路与桐柏
路开始了“亲密接触”，中原西路向西延伸直通荥阳，秦岭路、化工路等
一系列道路正在逐步延伸变宽、变美。又随着农业路的打通、各条支道
的扩建，西区已经基本解决了堵车的情况。

交通关乎一个区域的发展与竞争力，“断头路”的重获新生，带来的
不仅是道路设施的完善，更多是蕴藏着机遇。

随着道路的维修改造，有前瞻眼光的开发商逐渐嗅到了西区发展的

势头，从一个个的逐步进入到一哄而上，2005年以后，郑州市大力推动城
市化建设，西区的崛起得到认可和追捧，城中村改造、土地招拍挂、地王频
出就接踵而来。

于去年开始投入使用的BRT快速公交，和正在建设的地铁一号线，
使得西区已经突破了交通的瓶颈问题。

而按照规划，陇海路将建设一条高架快速路，该工程西起西三环，
经陇海路全段至未来大道，向南与货站街相并至中州大道，进入珠江路
至滨河南路，向南与珠江路相并至107辅道，向东并入郑汴路（圃田北
路）至东四环，过京珠高速至四港联动快速通道。

“回首以往，再对比当下，现在的西区可谓大道通天。”张玲感叹道，
“交通优势得以重新整固，提升了土地和产品的价值，这也为西区的豪
宅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住在西区。”

实际上，在不少郑州人的情感记忆中，郑州以西区为主的老城区
是一个承载了几代郑州人商业荣耀和梦想的地方，作为曾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郑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和郑州老工业基地，这里
云集了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凭借于此，西区也因此辉煌和闪耀。

今年62岁的老刘是棉纺厂的退休工人，自从退休后，他每天都过
着羡煞人的悠闲日子，到金水河滨河公园散散步，与老同事到绿城广
场聊聊天，有事还与几位老友一起唱唱戏。

每到周末，他都会去住在东区的儿子家待两天，共享天伦之乐，
却怎么也住不习惯。他还特别纳闷，为什么西区这么好的人居环境，
年轻人不选，反而都要去人车喧闹的商务区买房。

近年来，受政策主导，开发商纷纷到东区拿地开发，城市向东发
展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影响和左右着人们的投资、置业。

“房子是财富保值增值的最好方式，谁都希望能到未来发展潜力
无限的区域买房，因为品牌开发商聚集，区域内也云集着立面新颖、
气势宏伟的高端楼盘。”刚搬进未来路新家的市民赵玉坦言。

她的说法道出了大部分买房者的心声，然而老刘认为：“真
正适宜人居的地方是拥有深厚文化底蕴，自然资源凸出的区域，
国人的从众心理很严重，导致买房也出现跟风现象。”

在老刘看来，西区的宜居显而易见，几十年的老树绿意浓浓，滨
河公园的自然清新，小巷内随处可见的老字号美食等都能丰富人们
的人居生活。

有价值的区域总是能吸引诸多关注的目光，一如当年之东区。
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再造升级，老城区房产正在悄无声息地积聚
力量，地产巨头们不谋而合地选择挥师向西。

有数据显示，郑州市二七区和中原区，仅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已
经有超 20个超亿元商业项目签约。这些项目业态种类繁多，经营类
别也不尽相同。

业内专家看来，投资大腕们开始轮番进攻嵩山路以西区域，这里
正在成为郑州的投资高地，区域的商业也正蓄势待发。

省商业协会副会长何宏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北区、东区
开发较早不同，西区的城中村改造为开发商提供了大量的土地资
源。另外，西区无论是从人口密度，还是购买力上，都还有很大潜力，
只是缺少购物的地方，目前这些开发商跑到西区，一定是看到了有需
求存在，就有市场可做。

作为宜居区的重要配套，商业的跟进，为西区崛起增色，将吸引
高端消费者的留守，西区商品住房的高端化或将顺势而出。

【苦恼】
时刻在生长的理想，遭遇现实的羁绊

【改观】 大道通天，交通再造奠定老城区豪宅梦

【发力】 资源优势凸出，“西进”热潮来袭 作为曾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郑州西区云集了一大批大型
国有企业，凭借于此，西区也因此辉煌和闪耀

【趋势】 “宜居区的住宅高端化是市场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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