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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三大居住区

西流湖居住区 结合西流湖公园的建设，整

合现有启明村、怡景花园、南流小区、西流湖度假

村、药厂家属院、民生医院、亿龙学校、37中，改造

南流、陈庄，规划建设一个高档大型综合生活区。

瑞达路居住区 整合现有金色嘉园、快乐Ｅ

家、阳光馥园、帝苑别墅、郑州中学、郑州中学附属

小学，改造瓦屋李村，配套建设各类服务设施，建

成一个功能完善的大型居住区。

大学城居住区 整合郑州大学生活区、河南

工业大学生活区、高新锦华园、外国语中学、中心

广场，改造北里村、沉沙池，搬迁开发东史马村，配

套建设石楠路商业街，完善高新区大学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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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 车少 不吵
高新区，宜居潜质悄然凸显

楼域沸点 之“高新区板块”宜居篇

总体总体规划是宜居的
开发郑东新区是新百年郑州城市发展

的主导方向，而向西发展，开发以高新区为
核心的西部地区，则是郑州市加快西部发
展、重新调整开发郑东新区后的城市空间
结构的重要战略选择。

作为郑州市两翼齐飞的重要组团之
一，高新区承担着带动西部发展的使命。

在今年年初的工作会议上，高新区主
要负责人表示，要主抓城区改造，将高新区
打造成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区。

如加快推广“彩虹花园重振工程”，高
标准高品位规划；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加
强城市建设与管理；向西打通科学大道，进
一步拉大城区发展框架；着力提升入区口
形象；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进一
步改善城区环境。

在未来的郑州城市格式中，郑州高新
区将作为一块重要的功能地区范围成为郑
州的城市核心区之一，为郑州城市和经济
发展提供新的广阔空间。

正是看重了这个重要的地区范围发展
契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
（2004~2020）》辉煌出台。

此次总体规划，规划总用地面积89.46
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60.78平方
公里，其中规划区内有7所大学，规划用地
面积7.31平方公里。

预计到2020年，高新区核心区的城市
总人口将达到61.7万人。

高新区利用原有河流须水河、索须河
及其支流形成功能组织的骨架，围绕中心
区组织各类功能用地。

规划区由西四环分为东区和西区两部
分。东区由原来的核心区向周边地区拓展，
主要承担高新区的教育研发功能、生活习性
旅游、高级居住和部分高新产业的生产职能。

西区主要承担教育科研、高新产业的
生产、物流和生活等综合职能。

在居住用地方面，2020年，高新区规划
居住用地面积1170.31公顷，占高新区城市
建设用地的 22.50%。其中一类居住用地
面积为 112.64公顷，二类居住用地面积为
1057.67公顷。

前进中的郑州高新区已今非昔比，随
着城市蓝图的跃然纸上，高新区的房地产
发展也正在、必将迎来发展的高峰。可以
预见，曾以工业、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高新
区，必将成为郑州宜居的区域之一。

便捷便捷交通是宜居的
定居在高新区某社区的刘女士认为，良好的交通环境，是他们夫妇选择高新区的因素之一。
说起优越的交通条件，高新区的确是其他城区所不能比拟的。“一环两线”，与丰富的内外交通网络，让高新区足以称得上一个便捷之城。
2009年，郑州市拿出180亿元，用于80个城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达到缓解城区交通拥堵的目的。其中，包括嵩山路立交、天河北路、

科学大道-西三环立交、京广路-沙口路快速通道等工程。
而郑州西部交通的破题之战，打响在2009年6月。那就是郑州市建委在科学大道与西三环交叉处，兴建一座四路交叉三层部分互通式

立交，含工程桥梁17座，面积达5.3万平方米。这项工程正处于环城快速路交通节点上，西三环、北三环及西三环延长线与科学大道多条道路
交会，车流、人流拥挤。

2010年5月29日，科学大道-西三环立交建成通车，此举进一步优化了城区西北部的交通布局，完善了城市骨架路网，缓解了郑州西部城
堵难题，标志着郑州从此进入“四环时代”。“与西四环绕城公路相比，地铁一号线的修建、开通，将更大程度地缩短整个城市的距离，使郑州市
各区的地产业得到均衡发展。”河南社科院有关专家如此评价目前正在建设的地铁，所带来的地产效应。

他认为，地铁一号线、三号线均起于位于西四环的新郑州大学，到时乘坐地铁到郑东新区将比乘坐公交缩短一半以上时间，地铁一号线
的建成将连接东西两城，带动沿线房产和商业的发展。

此外，高新区内外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大大加强了城区的“输血”功能。
在对外交通上，高新区向北依托西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四环路与连霍高速公路、黄河三桥连接，通向东、西、北方向；向西通过310国道和

科学大道经西南绕城高速与荥阳、上街接洽；向东通过310国道、化工路、科学大道、新龙路与郑州市中心组团接洽；向南通过西四环路、西南
绕城高速公路与须水组团南部地区接洽。

在区域内部交通方面，城市相互沟通式立交共有3座，分别为新龙路与西四环立交、科学大道与化工路立交、西四环与化工北路立交。
同时，该区还规划有郑州轻轨交通一号线。在西南部规划设置陇海铁路炉西辅助编组站，结合辅助编组站建设铁路、公路地区范围性货

物流通中心两处。良好的交通路网，为高新区的宜居功能，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看着规划图上轻轨线从自己家门口穿过，刘女士高兴地说：
“我的房子看来要升值了！”

漫步在郑州高新
区，宽敞的街道、翠绿
的植被、美丽的景观、
成熟的配套……让人
心存惬意。

这里“人少、车
少、不吵”，宜居潜质
悄然凸显。当下，郑
州高新区正以科学的
规划、便捷的交通、生
态的城区，书写着宜
居的定义。

晚报记者 梁冰

符号符号 绿色生态是宜居的
如果说“科技”是高新区的代名词，那么“生态”就是它的另外一张名片。
高新区有关领导多次表示，高新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生态美区”、“生态兴区”，让生态和科技一样成

为高新区的名片，构建高新区的“生态文明”。
加大投入，高起点、高水平完成城区生态建设规划，这是生态城区建设的基础。这个规划包括水系、绿化美化、产业布局

等。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另外，就是加大生态城区建设力度，大力完善环境基础设施，提升生态建设水平，使高新区成为绿树成荫、四季鲜花的美

丽城区、宜居城区，为郑州市生态城市建设打造一个新亮点。
同时，深入开展绿色企业、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交通等创建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全民动员，打造“绿色高

新区”。
按照《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04~2020）》，至2020年，高新区绿地达923万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534万平

方米，防护绿地389万平方米。具体为市级公园用地18~20公顷以上；组团级公园用地3~10公顷；街边绿地1~6公顷；依托贾
鲁河、须水河、索水河和引黄干渠等水体，节制30~200米不等的滨水绿带。铁路两侧、城区外围道路、工业区、生活区等，按照
实际情况节制出25米至上百米不等的防护绿带。

“到时，人们将生活在一片绿色之中，城市‘绿肺’将遍地即是。”郑州高新区规划局有关负责人对该区未来的景象，作出
如此描绘。

除了便捷的交通、大面积的绿地，高新区规划区内还将建设7所大学，规划用地面积为7.31平方公里。由此可见，高新区
不仅是一个产业集群区，更是一个充满浓郁人文氛围的“学府区”。

在规划中，西四环以东部分——高新区东区将主要承担高新区的教育研发功能、生活习性旅游、高级居住和部分高新产
业的生产职能。高新区东部与郑州城区咫尺相连，诸多品牌房地产企业投身于此，打造出一个个高品质居住社区。再加上
交通、学校、绿地等成熟的配套设施，高新区势必成为郑州最适宜居住的区域之一。

幽雅的环境，书写着宜居的定义幽雅的环境，书写着宜居的定义

说起优越的交通条件，高新区的确是其他城区所不能比拟的。“一环
两线”，与丰富的内外交通网络，让高新区足以称得上一个便捷之城。

加大投入，高起点、高水平完成城区生态建设规划，这是生态
城区建设的基础。这个规划包括水系、绿化美化、产业布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