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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4 建设中原经济区
立足于学 立足于转 立足于做 立足于实

□晚报记者 王银廷 文/图

省委书记卢展工提出，郑州市要在中
原经济区建设中“挑大梁、走前头”，新密
作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争当“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排
头兵。近年来，新密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
探索和成功实践，已建成和在建新型农村
社区36个，涉及83个行政村、农户3.27万
户，节约建设用地 1.08万亩。今后，新密
将进一步创新思路、加大力度，加快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为郑州都市区、中原经
济区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如何做呢？新密要做到‘一个坚持’、
‘一个注重’、‘一个着力’、‘一个打造’、‘一
个创新’。”王铁良坦言。

“一个坚持”：坚持高标准规划
在完善新型农村社区总体规划的基

础上，制定“三化”协调发展空间战略规
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新建社区
做到“三个尽量”，即尽量向县城集中、尽
量向镇区集中、尽量多村并建，实现合村
并城、合村并镇、合村并点，全市303个行
政村有 73个并入城区、81个并入镇区、
149个通过合村并点建成44个新型社区，
形成城区为主体、重点镇为支撑、新型社
区为节点的新型城镇体系。其次是在规
划建设中引入“城”的理念，本着“一代人
建房、几代人居住”的原则，一步到位，高
标一流，使新建楼房结构合理、外观雅
致、环境优美，努力建设“百年社区”；注
重配套规划道路、水电气管网、通信、垃
圾及污水处理，学校、幼儿园、卫生室、超
市、游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使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
的公共资源和服务。再者是交通网络规
划。规划郑州至新密城区快速通道为双
向 8车道，两侧各 50米绿化带；新密城区
至各中心镇道路为双向4车道，两侧各30
米绿化带……形成顺畅快捷的绿色通道。

“一个注重”：注重合理布局产业
本着让群众既要“住的好”又要“生

活好”的原则，着力解决群众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居住与就业的同步到位。首先是

就近规划建设创业园。在全市布局 4个

省、市级产业集聚区，在城区、镇区、社区

附近规划建设不同类型的创业园区、高效

农业示范园区，方便群众就近就业。其次

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对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腾出的土地，留出一部分用于发展工
业和现代农业。实施合村并城、并镇、并

点后，预计全市可节约土地8万多亩，为工
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用地保障。再
者是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加大土地整理
及复垦开发力度，鼓励引导社区居民将承
包地以入股、转包等形式向合作社和种植
养殖大户流转，促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
经营。目前，全市集中流转土地6.6万亩。

“一个着力”:着力破解资金难题
资金是社区建设的保障。根据新密市

实际，利用煤矿包赔、上级奖补、政府配套、社
会捐助等多种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满足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需要。管好用好煤
矿包赔资金，确保资金全部用于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郑州市和新密市财政对社区居民每
户补贴10000元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鼓
励引导“双强”村党支部书记和民营企业家
捐资帮扶，近年来累计捐资7.3亿元。

“一个打造”：打造干净整洁环境
环境卫生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2009年开始，在全市持续开展了“清洁家
园、美化乡村”、村容村貌路容路貌等一系
列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建设了一批垃
圾处理设施、游园绿地等，建立了长效管理
机制，改变了过去“脏乱差”形象，干净成
了新密的品牌。

“一个创新”：创新工作强力推进
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新型城镇化建设

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办公室、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办公室、城中村改造及合村并城
办公室，由四大班子领导挂帅，统筹协调、
督促推进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特
别是对规划、土地、资金等重要问题，及时
研究部署，及时协调解决，为加快新型城
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在具
体建设过程中，由指挥部牵头主导重点区
域、重点镇、重点社区开发建设，引导多村
联建、整体开发，支持建多层、高层、连排
别墅，所有规划设计方案必须经指挥部评
审通过，不允许各行其是，确保建设质量
和档次。下一步，新密将重点对紧临郑州
的白寨、岳村、曲梁三个镇区进行整体改
造，以便彻底改变全市镇区面貌和群众居
住、生活条件。

“按照我们的思路和规划，未来的新密
将会实现这样一个愿景：全市城区、镇区、
新型社区三位一体的新型城镇体系基本形
成，省道、县道、乡道顺畅衔接的绿色路网
基本建成，从郑州到新密再到各乡镇、各社
区，沿途看到的将是宽阔的道路、苍翠的林
海、现代化的城市、城镇和一个个新型社
区，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在全省率先实现
新型城镇化”。

□晚报记者 王战龙
通讯员 穆文涛/文 白韬/图

卢展工书记在省第九次党代会上
明确提出：“郑州要在中原经济区建设
中挑大梁，走前头”。我的理解，“挑大
梁，走前头”就是“敢于担当，快人一
步”。黄卿如是说。

上街区可担重任
上街区久负盛名，1957 年 11 月，

周恩来总理依据河南铝矿资源丰富
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亲自批准我国最
大的铝工业基地——河南铝业公司
建址在上街区火车站南边，遂沿上街
火车站名，建上街区——是国 家 根
据“二五”计划建设第二个铝工业
基地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工业型
城区，位于郑洛工业走廊的黄金分
割点。

近年来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
上街区不但可以担当重任，而且完全
有能力走在前面。2010年，上街区人
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人均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等多项指标居全省
县市区首位；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
元、城镇化率达到 92.8%，位居全省前
列、全市第一。今年前三季度 GDP，
二三产增加值等 18项指标全市排名
第一。

“适逢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
略，作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重要组
团，上街区将紧紧抓住中原经济区建
设的大好机遇，继续保持和发挥领头
作用，以职教新城和通航基地为引领，
着力打造‘三化’协调发展先行区。”黄
卿说。

绘就的宏图具体如何实现？上街
有着自己的“四驾马车”，黄卿说。

“四驾马车”拉着上街疾行
“一驾马车”：围绕职教新城，全力

推进郑州新组团建设。抓住国务院32
号文及卢书记报告中提出的大力支持
河南及郑州发展职业教育的良好机
遇，围绕“建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
区，打造全国重要的职业教育基地和
职业培训实训基地”的目标，创新职业
教育体制机制和人才模式，按照“校
城、校企、校居、产学”融合的原则，把
职教城的建设与产业集聚区、合村并
城结合起来，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高端运动休闲、高端商务、新型工业、
都市型现代农业等业态。在已引进郑
州铁路技师学院的基础上，加大对高

端院校的引进力度，按照“一年成名、
三年成形、五年成城”的步骤分步推
进，力争到 2015年把郑州宜居职教城
建设成为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品位最
高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

“二驾马车”：围绕低空经济，加快
推进中国（郑州）通用航空事业暨低
空经济科学发展试验区建设。抓住
国务院 32号文中支持河南发展通用
航空的良好机遇和卢书记在报告中
提出的要推进郑州国内大型航空枢
纽建设的要求，充分发挥上街机场、
省航空运动管理中心等独特的资源
优势，以及位于省会、与新郑枢纽机
场直线距离不足 60 公里的区位优
势，加快规划编制和基础建设，引入
战略投资者，大力发展航空制造、通
用航空运营、航空作业服务以及相关
配套保障等航空产业，并以其为引领
带动旅游、商流、运动休闲、郊区大型
商业综合体等关联产业，促进传统产
业向高端化转型。

“三驾马车”：以新型城镇化建设
为引领，率先实现城乡一元化。结合
郑州宜居职教城、中国（郑州）通用航
空事业暨低空经济科学发展试验区
和产业集聚区建设，围绕“居住环境
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
城市化、消费方式城市化”的目标，创
新机制，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加快推
进合村并城和新型社区建设。按照
新型城镇化三年行动方案，在今年启
动 9个村合村并城的基础上，2012年
再启动 11 个村的合村并城，到 2013
年全面完成全区 30个行政村的合村
并城和城中村改造计划。力争用 3
年时间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率先实
现城乡一元化。

“四驾马车”：以幸福上街为目
标，着力打造全省最安全、最和谐、最

幸福城区。继续加大零就业家庭援

助力度，始终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为

零；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全力打造

15分钟就医圈；积极实施优质教育资

源倍增计划、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等

惠民措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

平。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积极推进防控体系建设，实现

全域技防全覆盖，加强治安巡防队伍

正规化建设，充分发挥治安志愿者的

群防群治作用，实现案件发案率和非

正常信访案件数量居全省较低位次，

破案率和公众安全感指数居全省领先

水平，使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继续保持

全省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