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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真正的生态宜居之城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五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五

有所弃，才能有所取。“城市核心区建湿地公园，一半
土地是绿地，在国内新区建设中很罕见，大家也很疑惑，后
来国内外的开发商都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来投资，环境与形
象也是一种生产力。”一位曾参与郑东新区建设的领导说。

如今，来到郑州的游客，除了游少林寺、赏洛阳牡丹、
观开封龙亭外，游览的重要一站就是郑东新区。据郑东
新区管委会统计，截至目前他们已接待世界各地考察团
30万人次。

曾有人这样评价过郑东新区：她有苏州一样的稳定和
安逸，有上海的雅致和精巧，有深圳的活力与激情，有天津
的大气与磅礴，它身上则独有这一份深深的厚重，让人回
味悠长。

（三）
在上海工作的郑州人小徐，正是看中了郑东新区的宜

居环境，放弃在上海置业的想法，回到了家乡。
“城市越来越拥堵，每天忙碌的工作后，面对喧闹嘈杂

的人居环境，感觉几近崩溃，把房子买在环境好的城市，或
许会有不一样的轻松感。”

居住的概念总是不断更新的，像小徐一样，人们越发
向往宜居的轻松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个陶
渊明笔下的景象，逐渐成为都市人的“理想生活”。

这里的路网是相对超前的，已铺建城市道路269公里，
“环形城市”的设计理念，让车辆快速聚集，快速散开。

这里更看不到“天天挖沟”场景和私搭乱建的线杆。
建设之初，水、电、气、暖、通信等管网提前铺设，11万伏的
变电站全部入地。

这里及早为“私家车”进入家庭做了充分准备。因为
CBD大大小小的停车场达到76个，停车位超过2.2万个，只
有 3 平方公里的 CBD,如此众多的停车场，创造了全省之
最。

这里的小区鲜见“防盗窗”。小区技防和物业管理拥
有全国先进水平，完成了“数字城管”和“平安东区”的融合
对接，指挥中心监控设施已实现运行。

这里的社区商业如火如荼，全国最长的商业步行
街——3.6公里长的CBD商业步行街投入运营。

因为宜居，截至2010年年底，东区建成区面积65平方
公里，入住人口30余万，CBD入住率超过90%。

如今，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变电站、热电厂、水厂、气

源站等合理布局、超前建设，还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做梦都想在公园一样的城市里生活，一到新区，我就

乐了，梦想成真。”市民吕先生购房后喜于言表。
法国巴黎著名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则将郑东新

区与巴黎相媲美。“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与巴黎类
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采用了生态城市的理念，让
城市建筑与自然为一体。”而意大利的游客则说，这里就
像意大利的花园。

（四）
站在CBD的高楼顶层，放眼望去，不大的区域内，大大

小小七八个学校的操场有序分布着。截至目前，东区已建
成小学25所，中小学在校学生接近2.5万人，初步形成了较
为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

省疾控中心、市紧急救援中心建成投入使用，省直三
院、颐和医院基本建成即将投用，郑大一附院和市儿童医
院开工建设，10余个医疗卫生网点投入运行，医疗设施日
益完善。

许多人感慨与好奇：9岁的郑东新区，越建越年轻，魅
力也不断涌现。

这得益于宜居的定位，更得益于以人为本的规划理
念。“人们宜居乐居之后，对城市提出了更高要求，回归自
然，达到人类、城市与大自然合而为一。”曾担任黑川纪章
助手的周定友说。

郑东新区呈现的实景的确如此。35万平方米的“郑州
之林”，高低起伏的山地，集200余种植物于一体，让生活在
平原的人们可以感受山林之美，聆听自然天籁；30公里长
的“三河一渠”，与周边的绿化带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生态
回廊，让人过着亲水的绿色生活；湖滩相连的湿地公园，绿
色植物净化着如意湖的水质，多样生物也让人流连忘返。

住在联盟新城的樊先生感受很直观：白天随时可看到
蝴蝶、喜鹊和昆虫，晚上还能听到蝉鸣蛙叫。

龙湖地区“生态宜居”思维则更为超前。今后，龙湖
CBD副中心地上只允许公共交通车辆行驶；龙湖中央的生
态小岛，不允许人进入，是给鸟儿等动植物提供的乐土。

（五）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们居

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为了让东区更宜居、更美好，管委会曾多次组织工作
人员前往世界有名宜居城市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其中新
加坡的宜居态度和模式备受东区人的瞩目。

新加坡已连续多年，在世界宜居城市排名榜中，荣登
“最适合亚洲人居住的世界城市”及“最适合欧洲人士居住
的亚洲城市”榜首。

新加坡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复合型城市的规划定
位。比如，在一个小区域组团内，快速轨道系统延伸到
新的城镇和居住区中心；开发多样的绿色网络和水域，
保持着绿地率为 50％的标准；留出足够土地用于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博物馆、艺廊和图书馆的建设；将产生污
染的企业尽量设置在一起，以使它们的隔离带能相互
叠加，减少对周围区域的影响。

“要想实现真正的宜居，从蔓延到紧凑，是一种宜居
性、多样化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策略，复合型城市是未来
城市建设的趋势，一、二、三产业复合，经济、人居、生态功
能复合，而郑东新区就是这样的现代复合新区、新型城市
化的样板。”周定友说。

如今，居住在郑东新区的人们已无需车马劳顿穿越城
区，就能在小范围内实现工作、居住、休憩、医疗、教育等需
求，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宜居。

（六）
有了和谐城市，才有和谐国家；有了宜居城市，才有国

民幸福。
郑东新区正编织着大城之梦，它带来的生态、宜居、共

生理念深深植入城市规划之中，提升着古老郑州的城市品
位与档次，也带来了人们的幸福指数的不断攀升。

基于郑东新区的经验，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开局，省市
领导反复强调，城市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动力和落脚点也
是人，要有宜居组团的发展理念，明确提出打造宜居教育
城市、宜居健康城等。

“宜居城市”不是世界第一的高楼、排名靠前的GDP、
比天安门广场还宏大的广场……而是力求让百姓都能得
到实实在在的益处，比如说公平的就业、教育机会，良好的
居住条件，不受交通、污染等问题的困扰等。

国际化的视野和高站位的规划定位，郑东新区的宜居
建设不仅为郑州都市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范本，也为国内
城市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通过和谐达成宜居的发展思路。

(上接A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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