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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卓越奇迹奇迹
拆迁拆迁 服务服务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新区的建设管理，必须用创新促进步、以创新
增动力。

和老城区相比，新区的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彼此联系
更为紧密，相互促进更为直接，开拓创新空间更大，示范带
动效用更强。

作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先行区、首善区和示范区，郑东
新区在创新管理方面进行的尝试、取得的成效、积累的经
验，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梳理和总结是为了更好地
将创新应用：为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
增长区，加强和创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必须站位新起
点、提高新标准、探索新举措、给出新作为。

（一）
创新管理，是新区建设过程中必须逾越的鸿沟。新区

建设，历来会遭遇一个难以绕行的管理瓶颈：如何让新区管
理之“新”，与新区建设之“新”之间，既和谐配套、无缝衔接，
又互为激励、共同提升。

“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十年建新区”。李克强同
志当年的要求，如今的郑东新区作为生态城市、环形城市、
共生城市、新陈代谢城市和地域文化城市的模板，已享誉省
内，驰名全国。

郑东新区被誉为模板，不是溢美的自夸，不是奉承的他
赞，是矢志不移努力追求卓越的结果，是脚踏实地探索取得
实绩的彰显，是创新管理成效广被认可的显现。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郑东新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千亿元，房屋开发面积 2400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1300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和经济组织 5000余家，入住人口 30万
余，建成区面积65平方公里。

（二）
数年崛起一座新城，实绩背后，精细化管理功不可没。

郑东新区城市管理之所以能够顺风顺水，首先得益于和谐
拆迁打下的坚实、稳固根基。

和谐拆迁根基稳健，新区建设与发展才不至于留下隐
患。检视国内，历来的新区建设，如何做好“农民变市民”的

拆迁与安置工作，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和别的地区的新区建设相比，郑东新区拆迁与安置工

作任务同样繁重。当时的省、市决策者一开始就十分明确
地要求，要确保拆迁农民“住得比过去好，生活得比过去
好”。以此为指导，从 2002年开始，历经艰辛与努力，本着

“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9年来，新区累计妥善解决了 1.2
万多户、5万多人的动迁、安置工作。如此繁重的动迁、安置
工作量，没有发生一起与拆迁问题有关的重大纠纷事件，
这，堪称奇迹。

“奇迹”的缔造，不是偶然和幸运。为保证拆迁的有序
推进，工作人员前期向内进行广泛的调研和考察，向外大量
学习外地先进经验；高标准制定政策，严要求确保执行；实
施拆迁目标责任制，主要领导分包拆迁村，深入一线；恪守
权力边界，坚持阳光拆迁、和谐拆迁、人性化拆迁、文明拆
迁，接受群众监督；以人为本，妥善安置过渡群众，探索和逐
步解决征地农民的社保、就业、养老等问题；抓好安置小区
各项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完善服务功能，为回迁群众生活提
供便利。

创新管理的努力追求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八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八

□大河报记者 王磊 郑州晚报记者 李记

“人是城市的核心，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终
极服务对象。新区硬件建成后，软件也要拉高
标杆，实现高水平的服务和管理。”

这是2009年6月18日，当初郑东新区规划
建设的决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李克强在参观郑东新区时提出的新要求。

“实现高水平的服务和管理”，应该也必须
成为新区之“新”的要义之一。新区管理，必须

探索出一条突破固有格局、符合自身实际、体制
机制创新、因循持续发展的规律。

管理以结果来度量，通过过程来呈现。新
区九年建设成就的取得，得益于高起点的规划、
高品位的设计、高质量的建设，也得益于和谐拆
迁打下的坚实根基，得益于精细化管理的一以
贯之。

优秀而卓越的管理，是对规划、设计和建设

的延伸。规划、设计和建设，总会有时间的节点
凝固，管理的有效跟进，能让规划、设计、建设的
魅力与生命无限延伸，能让郑东新区这片沸腾
的热土一直保持昂扬发展，能让栖居在这座崛
起新城里的人们更加幸福。

郑东新区创新管理规律的觅得，于郑州都
市区“六城十一组团”的开发与建设而言，是可
供参考、借鉴的鲜活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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