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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的 10篇报
道，东区管委会班子成员，以及各局局长、办事
处负责人每人一套，前些日子大家认真学习，认
真思考，我们觉得东区就是按照既定的规划和
思路，持续下去，对我们这一届班子来说，关键
在认真地去做，有成效地做，创新地去做，以重
做让东区的重心地位更重、更稳。

这几天，我在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组报道。我
认为，是东区9年来建设赢得的成就，是社会各界的
关心和支持，是东区在河南及郑州的示范重心和带
动作用，是东区在未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今年上半年，接待了多批外面来的参观团，
听到很多对东区的溢美之词。齐康院士看遍东

区之后，正好接到他太太的电话，说郑州怎么
样，齐院士说，没想到郑东新区像温哥华一样
美。再看这组报道，和各界对东区的赞美，我感
受更多的是压力，还为此而失眠。这 10 篇报
道，对我们过去几年工作作了总结，更是未来对
我们在10个方面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下一步，第一我们要延续郑东新区高品位的
规划理念。东区是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先行区，同
时也是一个示范区。先行在规划，示范在高品位
规划，用规划去示范，去引领都市区建设。

第二要抓东区的产业聚集，抓金融聚集，抓
人才聚集，抓企业总部聚集，抓研发和创意、科技
成果聚集。

第三要坚持创新理念。东区的发展得益于
创新，靠创新要效益，靠创新要管理，创新在东
区是要贯彻始终的。

第四要在东区项目建设过程中强调奉献精
神。下一步东区的任务更重，遇到的难题更多，
没有奉献精神是不行的。

第五要优化发展环境。今后要加大环境优
化力度，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到东区。美好的环境
能吸引人，是硬环境，美好的软环境会更吸引人。

东区的同志看了这组报道，首先是兴奋。
兴奋过后，大家普遍感受了更多的压力，要把压
力转化为动力，真正肩负起郑州都市区建设核
心增长极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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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大东 袁勇 陈君琰 孙新锋 陈峰 王文霞 朱建明 王继兵 孙娟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第一部
分 10 篇报道在《郑州日报》、《大河报》、《郑
州晚报》3 家主流媒体刊发后，在社会上引
发巨大反响，来自社会各界、省内外、国内
外好评如潮。

报道篇幅大、产生效果好，在 3家媒体的
历史上是首次，在河南新闻史上也不多见。

有思想、有高度和大视野、多角度的深度

报道推出后，作为报道对象的东区人怎么审视
自己？昨日，郑东新区管委会班子成员，辖区
各相关局委、办事处负责人，以中心组学习的
形式，畅谈了对第一部分10篇报道的感想，以
及 10篇报道促使他们如何做好工作的打算。
上午10时至中午1时30分，3个半小时的交流，
大家积极发言，都觉得发言时间不够用，想说
的话没有说完。大家一致认为，10篇报道说出

了东区人的心里话，确立了东区人的理想，设
定了东区人的目标。东区下一步就是要按照
既定的思路和规划，突出重做，全身心投入，依
靠创新，打造更美东区。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近20人的写作团队作
为特约学员也来到郑东新区管委会，参与东区
中心组学习，一同交流对第一部分10篇报道的
感想，思研媒体如何助推东区向新的高度进发。

根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指示，郑州
日报、郑州晚报、中原手机报、中原网近期将
推出大型系列报道《东区纪事》，回顾东区成
长的节点。梳理东区在 9年成长中的东区理
念、东区精神和东区作风，更好地照亮东区的
未来。使东区真正成为郑州都市区的核心增
长极，充分发挥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重心
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

郑东新区，这个作品是郑州人民的作品。
以前，河南人走出去，有过自卑，很多人曾说河南人

这不好、那不好。郑东新区出来后，很多人都不相信是河
南人营造的城市，我们在接待中深有感触，也感觉作为河
南人挺起了脊梁。

从外表来看，东区很漂亮，其实这9年的建设历史，东区
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力量存在，究竟是什么？我们东区人一直在思索。

先从领导层次来看，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委市政府，历任领导对东区的重视程度是不
言而喻的。从郑州市民角度来看，许多祖祖辈辈在这里居住的农民，为了东区建设搬离
家园，无私奉献；解决好这些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是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再
从东区的工作人员来讲，从东区成立之初，就没有节假日。

另外，为了支持郑东新区发展，其他区也付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管城区、金水区，
没有抱怨，不讲条件。

你说这种精神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原精神，不甘落后，勇争第一，引领潮流的精神。

我来东区时间很短，这组报道对我而言很及时，通过系统学习
这组报道后，振奋人心，以前对于东区的了解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这
组报道对于东区建设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我们应该趁这组报道，回顾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总结经验和失
误，梳理各种问题，让东区人再学习、再提醒，再持续，确保郑东新区
持续发展。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应该是“三分建，七分管”。从整体上讲，郑东新区今后要形成现代的城市
管理理念，探索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保障全社会参与城市管理体系，全面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能够由市场完成的，就交给市场管理。

报道郑东新区的这一组稿子我都认真看了，成绩是
动力也是压力。我着重谈谈下一步的工作打算：一是继
续做好郑东新区的市场运作。龙湖作为郑东新区的点
睛之笔，它的开挖是市场化运作，目前运转得比较好，工
程建设、质量、进度、监督、资金的运作等方面都进展得

很顺利。市委主要领导对龙湖建设非常重视，近一时期每天的早餐会上，都让东区汇
报每天的进度、每天安排的事情、采取的措施，这对我们也是督促和鞭策。

二是强化前台服务。后台服务跟上前台服务，并且要从后台走到前台。近期在东
区的办事大厅，国税、地税的工作人员都要从后台直接走到前台，一个窗口进出，今后
所有需要办税的事都在窗口解决，切实提高东区的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李华军 郑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切实提高东区的
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作为东区建设的参与者，我看完郑东新区实践的系列报道后，
对郑东新区开发建设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体会更加深刻。这组报
道不仅把世人的眼球引向郑东新区，再次关注郑东新区，也让我们
再次审视郑东新区。

有人称赞说“郑东新区赢在了起跑线上”，所谓的“起跑线”就是
规划设计档次高。但我说，郑东新区的巨大变化，是赢在省、市两级
党委、政府的高瞻远瞩，慎重决策，赢在了东区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赢在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劳
动。正是这些因素，才让郑东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一张规划图纸到一座新的现代化都市。

2002年4月，郑东新区拆迁工作拉开序幕，近10年来，郑东新区范围内的一个个村庄被整体拆
迁，近5万人的动迁量、安置量，是郑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个拆迁对于东区来讲，是一个探索的
过程，既没有成熟的路子可以遵循，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郑东新区经过大量调研、探索
走出一条成功道路。

张胜利 郑东新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经过大量调研
探索走出一条成功道路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系列报道，每一期我都认真地品
读，写得真不错，挖掘得很深，写得很到位，把握很准确。

郑东新区从开发建设到现在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站在新
的起点上，回望郑东新区过去几年取得的成就，我认为主要赢在三
点：

一是赢在科学发展。以郑东新区的名义进行国际招标是中国
首例，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不可能做到，规划中提出的几个核心
要素如“组团式、生态城市、环形城市、共生和新陈代谢城市”，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

二是赢在转变发展方式。先开发建设后规划管理，先污染后治理，过去几十年的惯性思维遗患
无穷，而现在转变发展方式，按照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整体规划。现在东区的示范、带动、支撑和引
领作用已逐步显现，战略发展思维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延续。

三是赢在创造、创新。郑东新区在具体开发建设过程中，坚持管理体制、人才、技术及市场运作
的创新，规划为龙头，市场化运作，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吴福民 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

10篇报道让我备感压力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一
都市区建设的成功样本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二
超出预想的带动作用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三
特色规划的特殊魅力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四
经济增长极的快速长成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五
一座真正的生态宜居之城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六
更高水平的综合交通枢纽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七
集约发展的生动实践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八
创新管理的努力追求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九
中原地标的新期望
郑东新区建设的思考与展望之十
大郑州崛起的荷载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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