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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人类文明荟萃的海洋；农村，
充满泥土芬芳的故乡。

拓土而耕，筑城而居。古往今来，城与乡
的碰撞、沟通、激荡、博弈，构成一幅波澜壮阔
的城镇化历史画卷，交织成一部浓缩的人类
发展史。

（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脚下这片名都
相望、城垣相叠的大地，我们不禁深深地感
喟，100多年前马克思曾预言的“现代化的历
史就是乡村城镇化的历史”，正在被中原城乡
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沧桑巨变所印证。

（三）消除城乡二元，缩小城乡差距，让深
受乡村恩泽的城市反哺农村，让世代躬耕陇
亩的万千农民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不
仅是重大的经济命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统筹城乡、推进城镇化的道路上，我们
探索的步伐从未停歇。

从“八五”到“十一五”，从“十八罗汉闹
中原”到“三头并举”，从“中心城市带动、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到城乡一体、产城
融合……一次次重大抉择，始终贯穿一条不
变的“主线”——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协调发展。正是这条“主线”,让河南的城
镇化发展始终步履沉稳而矫健。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十一五”全省城
镇化率年均增长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接近
4000万，城镇化驶入快车道。

城乡建设质量逐步提升。中心城市柱石
更坚实，中小城市基石更牢固，小城镇建设如
火如荼，新型农村社区试点渐次推进。

城乡一体快速发展。城乡产业、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正在走向
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四）河南是中国的缩影，河南的发展关
乎中国现代化的全局。

“谋河南的事，解中国的题”——省委书
记卢展工在省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指出，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
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
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
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建设中原经济区，走好一条不以牺牲农
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
科学发展之路，新型城镇化是引领。

（五）“三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依
存，互促共进。新型城镇化引领，是在强工兴
产支撑下的引领，是在稳粮固农基础上的引
领，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引领。只
有发挥好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新型工业
化的主导作用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
用，“三化”才能科学发展、协调推进。

转变发展方式，新型城镇化引领是着力
点。我省三次产业比例不合理，三产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生产
总值比重远低于国际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较大。要实现全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人口、产业、土地、资金
等要素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城市和乡村
之间优化配置，关键要靠新型城镇化来引领。

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
引领是增长点。未来发展最大的内需动力在
城镇化，最雄厚的投资潜力也在城镇化。每

增加 1个城镇人口，可带动 10万元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带动 3倍于农民的消费支出。到

“十二五”末，我省城镇化率达到48%以上，可
带动 1万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数以千亿计
的消费支出。

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问题，新型城
镇化引领是切入点。我省农业比重大、保粮
任务重，“三农”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最
大症结，人多地少是制约“三化”的最现实问
题。只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破解用
地刚性需求与保护耕地硬性约束难题，拓宽
工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空间；才能减少农村人
口，推动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组织化经营，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生产能力。据测算，
我省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转移农村
人口 100万人、节约建设用地 22万亩以上就
是很好的明证。

（六）一头连着新型工业化，一头连着新
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担当起引领“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支撑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历
史重任。

“三化”为途，新型城镇化引领是基于河
南省情的必然选择，是我们结合实际主动探
索发展新路的重大创举。城镇化水平低是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各种矛盾的聚焦点，既有工
业化动力不够强劲的制约，更有城镇化自身
引领不足的软肋，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都能从城镇化水平不高的现实中找到答
案。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就抓住了扩内需、
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的“牛鼻子”。

“三化”为途，新型城镇化引领是基于先
进理念的科学决策，是我们更加自觉推进城
乡发展的生动实践。美国著名学者雷利认
为，一个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与它的规
模成正比。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特勒认
为，中心城市依靠更加完善的综合服务功能，
能吸引产业和人口集聚。产业兴城市兴，城
市强产业旺。全省180个产业集聚区的建设，
充分体现了产城融合、产城互动的规律，为城
镇化注入动力活力。

“三化”为途，新型城镇化引领是基于发
展阶段的科学定位，是我们对现代化发展规
律的准确把握。从发达国家和东部沿海地区
的经验看，在工业化初期，项目建设带动城市
发展；在中后期，城市以完善的功能和服务吸
引项目落地。目前，我省已进入深化改革开
放、推进转型发展、加快崛起振兴的新阶段，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了资本，成为
必然，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实现富民
强省。

（七）成绩有目共睹，但前行远非坦途。
走好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
的道路，绕不过的是道道鸿沟，横亘在前的是
条条桎梏。

引领之忧，“忧”在总体水平低。39.5%的
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
中心城市辐射力不强，中小城市支撑不够，小
城镇带动不力。

引领之困，“困”在资源环境约束紧。16.7
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亿人口繁衍生息。人口
众多、空间狭小、资源紧缺，城镇化发展面临
压力越来越大。

引领之痛，“痛”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6000多万人生活在农村，农民人均占有生产
要素少，享受公共服务水平低，部分地方“城
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引领之难，难在民生改善欠账多。看城
市，“车多了，交通拥堵；人多了，垃圾围城”。
看乡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亟待改善。

（八）忧、困、痛、难，固然有人口多、底子
薄、基础弱、发展不平衡等基本省情的客观因
素，也与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创新不够息息
相关，归根结底在于领导方式的粗放、体制机
制的羁绊、管理方式的落后——

视野不宽，不明思路。有的只见“重点
论”，不见“两点论”，就农村说农村，就城市论
城市。推进城镇化，表象看得多，趋势看得
少；工业看得多，农业看得少；城市看得多，农
村看得少。

认识偏颇，不分轻重。有的只看“眼底
事”，不看“大方向”，就一事论一事，就一地说
一地。推进城镇化，重琐事，轻大局；重建设、
轻管理；重“化”农村的土地，轻“化”农民为市
民。

缩手缩脚，不善运作。有的只会守成规，
不会谋发展，文件落实文件，会议落实会议。
推动城镇化，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不会用市
场手段四两拨千斤；照套标准，按部就班，不
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凡此种种，阻碍发展；振衰起弊，方能大
步前行。

（九）省长郭庚茂指出，城镇化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对于我省来说，做好新型城镇化这篇大文章，
就能够举纲带目、带动全局。

循规律，善谋划；转方式，促跨越。领导
的水平，决定着“引领”的水平。以新型城镇
化引领，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关键
在于领导方式的转变。

（十）转，着力全局发展，以构建现代城镇
体系化解引领之忧。

思路清，大局定，全省18个省辖市全部纳
入中原城市群统筹规划布局，完善交通一体、
产业链接等联动发展机制，建设国家区域中
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中心
镇、新型农村社区五级城镇体系，支撑中原经
济区磅礴前行。

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复合式发展。建设郑
汴新区，做大做强郑汴都市区，增强全省核心
增长极的区域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中心城市组团式发展。吸纳带动周边基
础较好的县城、县级市和特定功能区一体发
展，培育整体竞争优势，发挥辐射带动主导作
用。

中小城市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城市资
源利用效率、基础设施水平、人居环境质量和
城市人文素质，提升城市吸引力、凝聚力和综
合承载能力。

小城镇集聚式发展。发挥小城镇统筹城
乡的重要节点作用，着力推动土地集约利用、
人口集中居住，基础好的发展成为小城市，提
高承接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和带动农村发展能
力。

新型农村社区积极稳妥发展。科学规

划，就业为本，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整合村
庄、土地、人口、产业等资源要素，促进农业规
模经营、农民多元就业，改善生活环境和生产
条件。

（十一）转，务于先行先试，以改革创新突
破引领之困。

敢拼会赢，动力强劲。新型城镇化引领，
就要创新机制体制，破解现实难题。

突破瓶颈潜力大。资金有限而渠道无
限，着眼缓解城乡建设资金困难，逐步形成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投入、上下联动的运
行机制；空间有限而发展无限，以内涵式发展
为城镇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释放土地蕴含
的巨大能量。

增强动力全盘活。以产业集聚区为载
体，加快产业向城镇集聚、人口向城镇转移；
完善城市生产性、生活性、创新性服务功能，
提升城市品位和综合竞争力。

（十二）转，基于务实重干，以强基固本消
弭引领之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新型城镇化引领，
关键在做，关键在实，关键在效。

稳固支撑乾坤转。强化高速公路网、快
速铁路网、坚强电网、信息网、水网和生态系
统等基础支撑体系建设；加强城镇交通、市
政、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
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破除二元天地宽。壮大产业规模，创造
就业岗位，创新政策措施，解决进城农民的就
业、户籍、住房、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问题；
在农民身份转变的同时，带动观念的转换、习
惯的转变、素质的提升。

（十三）转，重在持续为民，以改善民生破
解引领之难。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新型城镇化引领
就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让城乡居民共享发
展成果，这是每一位城乡建设、管理工作者的
责任和使命。

加快住房建设。建好保障性住房，解决
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市新就业职
工和进城务工人员住房问题，是最大的惠民
工程。保障性住房建一套，就是一家人的保
证，“十二五”期间要建设 210万套保障性住
房，以一家三口计，将解决630万人住房困难。

优化人居环境。加快改造城市旧城区、
城中村、棚户区和农村危房，加强精细化管
理，提升文化内涵，提高运行效率，让老百姓
居住安心、工作放心、生活舒心。

（十四）城里的月光，点亮田园的梦想。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了著名
的田园城市理论，倡导建设规模适度的城市
组群，四周环绕永久性农业地带，把城市生活
的优点同乡村的美好环境和谐地结合起来。

人在青山碧水间，大城小镇嵌田园。有
中原城市群的强力支撑，有中心城市组团式
发展、中小城市内涵式发展、小城镇集聚式发
展和新型农村社区积极稳妥推进，古老的中
原大地一定成为具有田园城市风格的大都市
区和“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示范区。我们有美
好的愿景，更有必胜的信心。

（十五）前景美如画，引领趁东风！
大机遇带来大发展，新时代铸就新辉煌！

引入化境 □何平

当我们飞上一个高度，俯瞰中原这一片
热土，千里沃野、尽收眼底，村村落落、星罗
棋布，城市点点、宛若明珠，不由得心生万千
感慨：华夏祖地，振兴意浓；“三化”大省，崛
起任重。

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之方略，世人
注目；省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万众鼓舞。
持续探索“两不牺牲”的“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之路，擂响了战鼓；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绘就了蓝图。

粮食要保，企业要上，土地供给刚性制

约，唯有新型城镇化引领才能腾挪发展空
间，突破发展瓶颈。

要素需“流”，配置需“活”，农与非农割
裂犹存，唯有新型城镇化引领才能打通资源
通道，激发澎湃动力。

农业基础，工业主导，一产二产做大做
强，唯有新型城镇化引领才能协调“三化”发
展，带动全局跨越。

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发展所需，责任
所系，使命所在。

强化引领，创新当先。我们正在前行的

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没有成功的模
式可搬，要在“求新”上先行先试，必须思想
解放，观念更新，能力大提升，实现大突破。

强化引领，规律务循。我们正在探索的
道路，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不是没有规律
的梦想，要在“求是”上勤加研究，必须因地
制宜，实事求是，尊群众意愿，戒大轰大嗡。

强化引领，实效为重。我们正在持续的
道路，需摒弃一蹴而就的盲动，摒弃表面文
章的花哨，要在“求效”上狠下工夫，必须脚
踏实地，持之以恒，求量更求质，务实更务

效。
建社的《新型城镇化 引领新辉煌》一

文，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上，谈新型城镇
化是引领之急、之要、之重，让我们头脑更加
清醒，思考更加深刻，行动更加坚决。

积跬步，以至千里，引领是开拓视野，实
现梦想的必经之路；积小流，以成江海，引领
是提升境界，潜移默化的长河韬映。观宇宙
之大，察品类之盛，坚持新型城镇化引领，就
一定能把中原经济区建设引入“三化”协调
新化境。

新型城镇化 引领新辉煌 □建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