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郑州北区的沿黄生态走廊是“厚重”的，那么郑州南部的新郑龙湖则是“风情”的。
之所以称龙湖“风情”，是因为它不仅是生态的、人文的，更是灵动的、秀丽的。
从早年的“世界第九风情小镇”，到如今的“宜居教育城”，新郑龙湖从不乏世人的瞩目。只不过，在“十二五”规划重要内容郑州都市区

“组团发展、产城融合”的主攻方向和策略下，新的城市规划必将实现龙湖向郑州靠拢的夙愿，加速“龙湖组团”的快速崛起。 晚报记者 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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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
规 模 大 跃 进 ，
需要向城市周
围 的“ 卫 星 城
市 ”分 散 。 但
不能像过去那
样“摊大饼”，

应该根据各地域的
实际位置，有机分
散，“根据不同的地
理特征确定不同的
住宅密度”。

——中国城市
规划协会

居住区规划委员会
秘书长陶滔

真正成为宜居
教育城，龙湖新城还
要着重解决三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龙
湖服务设施很不到
位，高档服务业和文
化娱乐业匮乏；二是
龙湖虽然区位优越，
但是交通方面还有
瓶颈，通往郑州市区
的道路太少；三是规
划应该超前。要立
足长远，使规划 100
年不落后。

——全国工商联
副秘书长

宏观经济学博士
王忠明

敢为天下先
世界小镇的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

据说，在中国至少有数十个乡镇叫龙湖，但新郑龙
湖镇堪称“真龙”。

从卫星图上看，新郑龙湖的造型真的如一条生动
的龙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自西
南向东北方腾起。

此外，敢以“世界风情小镇”命名的，也只有我们河
南的新郑龙湖。有人曾把新郑龙湖比喻成东方威尼
斯，在龙湖大约 1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 8 个均超过
1000亩的湖泊。所以，相比郑州北区沿黄生态走廊的

“厚重”，新郑龙湖则显得“风情万种”，它是生态的、人
文的，更是灵动的、秀丽的。于是，早在 2006年，就有
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针对能否在新郑龙湖建设“国
际风情小镇”，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

对此，最早躬耕于新郑龙湖的居易集团总裁赵宏
延表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
人，厌恶了城市里钢筋混凝土的嘈杂，都向往并开始追求一种快乐的生活模式。“人类的生活模式有千
种万种，我们在现实中展望未来，现实告诉我们，最佳的生活状态莫过于庄子说所说的‘在于财与不财
之间’。”赵宏延坦言，因此，我们需要构筑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活。将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便
成为未来完美的发展趋势。

赵宏延认为，世界小镇的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他非常期待能够在河南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产生
一座美丽的国际风情小镇，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成为一个和谐生活的标杆，长期构建一个和谐的地
产家园。而清华大学设计研究院教授吴耀东则表示，龙湖镇如果想成为设想中的“世界第九国际风情小
镇”，不必照搬国外某个城市的特征，而应该挖掘自身的文化，营造属于龙湖镇的“小镇精神”。

愿望也好，期待也好，当年由国际、国内专家参与的讨论，为的是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之城。大师们
带来的不仅是超前的思维方式，更有人们所向往的未来生活模式。为龙湖的国际化规划，带来了新的思
路，也为河南房地产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

赵宏延及其广大专家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虽然，“国际第九风情小镇”最终没有得以较好地延
续，并真的属于新郑龙湖，但由此带来的盛誉，也足以令其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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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龙湖
从“风情小镇”到“宜居组团”

它不仅是生态、人文的，更是灵动、秀丽的
构筑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魅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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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最大乡镇
成为中心城市向南扩展的桥头堡

龙湖镇位于郑州南11公里，处于郑州、新郑、新密三地交界地带，地理、交通优势得天独厚。
龙湖镇镇域面积96平方公里，镇区规划面积26平方公里，是新郑市最大的乡镇。总体规划以科技教

育、机械电子为主，融高科技、金融、物流、观光旅游、休闲居住为一体。
境内交通便利，郑新快速通道、107国道、102省道纵贯南北，郑州西南绕城高速公路、郑石高速公路

穿境而过，与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新郑机场相毗邻。在郑州市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未来发展中，园
区可与东邻的郑东新区、西部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遥相呼应，成为中心城市向南扩展的桥头堡。

据介绍，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投资政策、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流的服务手段，龙湖吸引了大批
海内外客户纷至沓来，至今已有156家客商落地龙湖，合同投资额达106亿元。其中，已建成投产102家，初
步形成了以河南鸽瑞、卫钢构、华通钢管、富源钢管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以升达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工程
学院等8所院校为主的文化教育，以郑州宏业纺织有限公司、郑州第一纺织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纺织服装
业，以信息产业部二十七所、河南航天压力原件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研发业，以龙泊圣地、21世纪国际
城、龙湖度假村、思达生存谷等为代表的休闲度假业，以商业街为中心的商业服务等六大产业。

据载，中华五千年文明，始于熊（新郑），滥觞于炎帝。而龙湖以南20公里，就是轩辕丘——黄帝出
生之地，向北8公里就是商邑故城——成汤立国之都。这两处皆是总关中华民族五千年气运的紧要所
在，而龙湖，正处于这方圆30公里地域的中心位置。

纵观中华浩瀚历史，春秋名相子产、战国思想家韩非、战国著名水利家郑国、汉代军事家张良、唐代大诗人
白居易、宋代建筑学鼻祖李诫、元代天文学家许衡、明代名相高拱等历史名人均生于斯长于斯。

因此，有人说，龙湖是一个造化神灵之所在，有着天地钟灵的大气象，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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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教育城
新郑龙湖崛起新契机

今年 3 月 17 日，中原经济区提
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作为其核心增长区的郑州都市
区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郑州市提
出了“组团发展、产城融合”的都市
区拓展战略，明确提出要“谋划新的
城市组团”。对于龙湖来说，则迎来
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那就是将
在新郑龙湖打造“宜居教育城”。根
据规划，“宜居教育城”位于新郑市
境内龙湖附近，其起步区规划面积
22平方公里，位于西南绕城高速、南
水北调干渠以南，京广铁路以西，郑
少高速机场联络线（机场东出口联
络线）以北，郑尧高速公路以东。

谈及龙湖宜居教育城规划，新
郑市商务局局长韩东伟激动地说：

“新郑酝酿向郑州靠拢，已经有些时
日了，但新郑定位于宜居教育城，并
将此上升为郑州都市区规划，这还
是破天荒头一回。”

“对于新郑来讲，要按照‘建设新
郑组团，形成郑州南部经济核心支点’
的要求，围绕‘一心两城两组团’，在
发展上加快融入，在规划上加快对
接，在合作上加快服务，构建以中心
城市为核心，以新郑新城、龙湖新城
为支柱，以新港组团、辛店组团为支
撑，以特色城镇、新型社区为支点，以
宜居航空城、宜居商务城、宜居教育
城、宜居文化城为特质的现代化新型
城市。”对于新郑的未来，新郑市委书
记吴忠华有着清晰的思路。

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宏观经济学博士王忠
明，在参观了龙湖宜居教育城后，
就中原经济区建设和龙湖新城区
域经济的发展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当前需要做的就是要紧紧抓
住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
重大机遇，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全面提升城市功能。”王忠明说，力
争“十二五”期间把龙湖建设成宜
居、宜教、宜商、美丽的生态城。同
时逐步完善生态水系、绿化、美化、
供水、供气、供暖、供电、污水处理等
工程建设。“这样，龙湖宜居教育城
的目标才不是一句空话。”

之所以称龙湖“风情”，是因为它不仅是生态的、人文的，更是灵动的、秀丽的。之所以称龙湖“风情”，是因为它不仅是生态的、人文的，更是灵动的、秀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