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名称 全长（m） 红线宽度 道路横断面宽度 道路等级
主干道 8702.87 15m 7m（机非混行车道）+4m（人行道）×2 三级生态道路
次干道 18767 12m 6m（混行车道）+3m（绿化带）×2 四级生态道路

北部先导区道路规划概况

主干道建设工程
主干道全长8702.87m，按三级生态道路标准建设，水泥硬化路面，设

车行道和人行道，两侧栽植行道树，人行道下预埋电力、通信、给排水、热
力及燃气管网。可以满足小型轿车和生产车辆通达各道路入口，是游客
进入先导区和农业生产运输车辆行驶的主要道路。同时在主干道车辆、
人流较大地段，设置缓冲地带，避免交通拥堵。

次干道建设工程
次干道全长18767m，按四级生态道路建设，水泥硬化路面，两侧设绿

化带，绿化带下预埋电力、通信、给排水、热力及燃气管网。次干道主要用
于各功能区内部交通的组织和疏导，满足先导区内的生产性车辆、旅游参
观性车辆和人车分流的组织和引导（附表：北部先导区道路规划概况）。
同时包括园区内规划的6座桥涵的建设工程。

四、道路及附属工程

（一）道路建设工程
（见附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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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林、水、路、电、污”高标准整治打造生态型、景观型、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先导区

郑州新区（中牟）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北部先导区
基础设施项目设计、施工、监理招商公告

规划建设郑州新区
（中牟）都市型现代农业
示范区，是中牟县委、县
政府顺时应势，抓住中原
经济区、郑州都市区、郑
州新区“三区”叠加发展
的大好机遇，前瞻性地把
握中牟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趋势，为实现新型工
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创造性提出的建设全省
一流、国内领先的都市型
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宏伟
战略构想。是为未来超
千万人口的大郑州提供
安全、鲜活的农副产品，
成为郑州都市区的“菜篮
子”、“奶瓶子”、“米袋
子”。同时又是都市人节
假日、星期天休闲、旅游、
观光、采摘、体验的优美
去处，是调节都市环境的
生态“氧吧”，是集“吃、
住、行、游、购、娱”一体化
的休闲乐园。该示范区
建成后，将成为解决三农
问题的实验区，实现三化
协调发展的示范区。按
照规划，在北部旅游观光
农业示范区内率先启动
一个5.3平方公里的先导
区。

为打造生态型、景观
型、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
区先导区，需对“田、林、
水、路、电、污”进行高标
准整治。塑造多个动静
相宜、景观多样、环境优
美、极具吸引力和发展张
力的农业生态观光组团，
使先导区的建设不但成
为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
区建设的起步区，更要体
现先导区的先进性和导
向性，成为拉动全县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动
机”，最终打造成为国家
级农业旅游示范区、中部
地区创意农业示范区、河
南省都市型现代农业先
行区。

1.水源工程
先导区农业灌溉采用以丁村支渠引黄河水为主体，以浅

层地下水为补充和保障的综合供水模式。根据对先导区各功
能区内生产需水量的估算，先导区内农业生产年总需水量为
93.1万m3。由于丁村支渠引黄河水有季节限制，保证率不高，
因此需配合浅层机井灌溉。现有灌溉机井 32眼，单井出水量
为40m3/h，水量总体满足要求，但由于现状机井分布不均，需另
打机井18眼，井深60m，可提供灌溉水资源100万m3，加上丁村

支渠引黄河水到先导区的320万m3，则每年供水量可达到420
万m3，完全能够满足先导区农业生产用水。

2.地表水灌溉工程
先导区地表水灌溉网络采用以丁村支渠为主灌溉渠，根

据功能分区下设斗农渠道。规划斗渠全长9918m，渠道以水泥
预制板U形断面为主，可减少渗漏，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且便
于施工。田间地表水灌溉工程主要包括对规划总长9918m斗
渠的土方开挖、回填及渠道砌体工程。

先导区内的排水网络采用以运粮河及丁村沟为主要排水
干沟，根据功能分区下设排水支、斗、农沟。排水支沟全长

13732m，梯形横断面，底宽 0.5~5m，边坡比为 1∶2~1∶2.5，工
程量包括土方开挖、回填及渠道砌体工程。

（二）农田排水工程

沿主、次干道两侧种植行道树，行道树与道路风格相适
宜，每条道路两侧只种植一种行道树，作为该条道路的风格标
志和风景观赏树。主干道人行道外侧栽植常绿灌木，灌木中

镶嵌开花低矮植物，达到四季常绿、常年有花的景观效果。主
要包括先导区 4 条主干道 8702.87m 道路绿化工程，次干道
18767m道路绿化工程。

二、园林景观工程 （见附图2）

主要包括运粮河3528m、丁村沟4292m、丁村支渠2950m绿化工程。

（一）道路绿化工程

先导区园林景观工程规划按照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和地形特征挖掘景观主体的审美功能，合理布置景观网络，明确重点产
业景观绿地片区、景观带及景观点，整合水产、花卉、休闲等产业景观资源的设计思路，强力打造先导区景观，形成连续而完善的
生态界面，不断强化先导区的农业生态旅游功能和引资功能。

主要包括主干道4个交叉点、道路与水系交叉点、园区4个入口的景观绿化工程。

（三）节点景观绿化工程

通过对运粮河、丁村沟、丁村支渠的河道清淤、整治、梳
理，使其在满足农田灌排的同时，恢复河道的天然、生态、景
观、游玩功能，实现三条河道的安全功能、资源功能、行船功
能、景观功能、文化功能和休闲功能。

1.运粮河治理工程 运粮河位于先导区北部，经过先导区
河段长度为 3528m，现状为复式梯形断面，断面平均上口宽
35m，底宽18m。需要清淤、拓宽、衬砌河道3528m，规划河道为
复式梯形断面，上口宽 53m，底宽 12m，治理后过水能力达到
64.7m3/s, 排涝标准达到 5年一遇，防洪标准按照 20年一遇设
计，50年一遇校核。

2.丁村沟治理工程 丁村沟位于先导区的南部和东部，经
过先导区河段长度为4292m，现状为梯形断面，上口宽25m，底

宽18m。需要清淤、拓宽、衬砌河道4292m，规划河道为梯形断
面，上口宽28m，底宽14m，过水能力达到36.0m3/s，排涝标准达
到5年一遇。

3.丁村支渠治理工程 丁村支渠为先导区主要灌溉水渠，
全长 2950m，现状为梯形断面，平均上口宽 8m，底宽 3m，坡比
1∶1。需要清淤河道 2950m，衬砌 1900m，规划为梯形衬砌防
渗断面,上口宽7m，底宽3m，治理后过水能力达到6.2m3/s。

4.岸坡护砌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基础上与防洪、水质、环
境、景观、生态要求和谐一致。同时，河道护岸工程应考
虑生物的多样性，为水生、两栖动物创造栖息繁衍环境，
构筑具有亲水理念的景观河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理念。

三、水系治理工程

（一）河道治理工程与护岸工程

先导区水系治理工程以水环境综合整治和水生态修复为核心，针对水系特点、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以河道疏浚、整治和水
环境、水景观建设为手段，通过水环境综合整治、水生态修复、沿岸绿化及生态景观建设，构建“水景观、水文化、水生态”相互协调
和有机组合的水生态环境系统，使园区呈现一派“水流岸绿、水清景秀、鸟语花香”的诱人景象。

规划在丁村沟与运粮河交口以下运粮河河道内设置橡胶
坝一座，拦蓄水位，运粮河橡胶坝长32m，坝高2.0m，可实现运
粮河和丁村沟橡胶坝上游全部河道形成半环状水面，塑造动
态、活泼、多样的滨水休闲娱乐景观带。

集中打造丁村沟、运粮河、丁村支渠三条水系景观廊道。
以水文化、延续历史为主题打造运粮河水系廊道；以休闲观
光、展示现代农业为线索，营造丁村支渠水系景观带；以承接
城市功能、延续生态脉络为依托，营造丁村沟水系特色。沿岸
设置连续的步行景观系统，完善岸线游憩和观景功能，形成完
善的滨水步行观景游览线路。树种配置方面结合曲折蜿蜒的

小路和清新雅致的滨河小广场及局部起伏的微地形，沿堤外
侧种植高大叶密树，为步行游人提供遮阳通道，堤内侧种植叶
片呈红或紫色的低矮植物。最终形成一个集游览观赏、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景观休闲绿地。

结合三条水系景观主题及周边环境，水岸可设仿古凉亭等
水岸建筑；沿岸绿地中每隔50~100m设置有特色的标牌一处，
共约58处标牌，主要介绍当地农业特色和历史文化，同时配以
精致石雕、石凳等休憩、娱乐建筑小品；沿堤内侧布置新颖的
景观灯与沿途景观和水系融为一体；沿河步行小道旁设置音
乐播放设施。结合先导区的功能分区和游览线路设置渡口。

（二）滨水景观工程（见附图2）

1.综合管网工程
（1）电力及通信管网工程 先导区内高压线采用埋地沿路敷设，长约

7162m。低压采用电缆沟或管井地下敷设，接入配电线路设短路保护、过
负载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供电负荷等级为三级，供电电压为380/220V。
通信管道也采用埋地沿路敷设，长度约8702.87m。

（2）给水工程 供水管道由雁鸣湖镇水厂引出，供水主管道沿主、次干
道敷设，然后引入分管，采用枝状布置供水到各用水区域。给水干管长约
4772m，给水支管长约2082m。综合考虑供水的安全性、可实施性及经济
合理性，力求线路短，工程量小，管道根数及管径根据各分区具体用水量
确定，满足规划期内用水要求。

（3）排水工程 排水遵循雨污分流制。
雨水工程（见附图1）：建筑集中区雨水经暗沟收集至道路管道直接排

放到丁村沟或运粮河，总体遵循先导区农田排水系统规划。
排污工程（见附图4）：污水经由管道收集输送到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

后达标排放。污水管沿主干道管径采用DN300水泥管，长度为8700m；沿
次干道管径采用DN200水泥管，长度为18767m。

（4）供暖及燃气工程 先导区供暖总功率为31500KW，全部采用集中
供暖，燃气自雁鸣大道主燃气管接入。供暖及燃气管道沿规划道路采用

直埋方式敷设，管道总长为 3670m。供暖及燃气工程待条件成熟后再行
建设，在主次干道建设时预留供暖及燃气管道用地。

2.道路绿化工程（见园林景观工程）
3.照明工程 在先导区主、次干道两侧、广场、停车场设置太阳能路

灯、风能路灯、高照度场地路灯、地面镶嵌地灯、景观灯。路灯选配与道路
游憩主题、绿化、沿线环境相吻合。路灯间距根据杆高、灯具配光等条件
确定。照明工程设计要考虑照明和景观双重效果。

4.导视及音响系统工程 先导区导视系统包括公共导视牌、导游全景
图、导览图、标志牌、景物介绍牌、警示牌等，作为先导区的引导标志。设
计造型要有特色，与景观环境相协调。音响系统覆盖整个先导区。

5.环卫工程
（1）生态卫生间 先导区沿主、次干道设置生态卫生间，服务半径为

150～200m。根据功能分区和游览需求合理设置公共厕所，交通干道公
厕间距300m。

（2）垃圾箱 先导区建成后的主要固体废弃物为固体生活垃圾。垃圾
箱样式应与景区整体风格相协调，投放形式方便游客使用。在游人活动
较为频繁的区域，增加垃圾箱的布置密度，布置间距为 50～100m。其他
区域布置间距加大至100～200m。

（二）道路附属工程

先导区电力工程规划在已有上级电网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规划，配合
区域电力调度和调整，根据区内各阶段负荷预算和电力平衡状况向上级
电力部门提出电源点分布及供电需求，保证先导区与上级电网的合理衔
接，覆盖全区范围。

电力负荷预测：先导区用电总负荷12178KW，按照65%用电步率，用
电功率为7916KW，变压器容量6926KVA。

变压器规划：为满足先导区生产、生活用电要求，规划新建变压器 5
台，升级改造原有变压器一台，变压器总容量将达到7000KVA。

五、电力、通信工程
（一）电力工程（见附图3）

实现先导区内部固定电话、高速光纤、有线电视、3G 网络等通信服
务全覆盖。固定电话交换机容量规划为 500门，固定电话普及率 85%，
通信光缆沿主干路敷设，规划移动电话覆盖率为 100%。按照服务半径

为15~30公里，容量1000~2000门用户规模，设置无线基地。
在先导区北部设置通信中心一处，对整个先导区的通信系统实现总

体控制。

（二）通信工程（见附图3）

先导区污水源主要来自生活污水，日产污水576m3。规划在丁村沟与运粮河交界处西南建设一座污水处理站，占地7.5亩。

六、污水及地面污染物处理工程
（一）污水处理工程（见附图4）

在综合管理服务区、科研服务区及“农耕年华”生态度假农庄主风向
的下风向分别设置一处垃圾收集站，建立垃圾分类收集系统，推行垃圾
分类处理。

郑州新区（中牟）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北部先导区建成后将成为
中部地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闪亮明珠。

欢迎有工程设计甲级资质的单位前来报名参与规划设计。
欢迎有工程施工一级资质的单位前来报名参与工程建设。
欢迎有工程监理甲级资质的单位前来报名参与工程施工监理。

地址：郑州新区（中牟）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中牟县新城
区网通公司12楼）

联系人：李援朝
联系电话：0371-62126386

13938420875
邮箱：dsnyghk@126.com
郑州新区（中牟）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二）地面污染物处理

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