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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初步对郑州区域内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进行普查，之后将对它
们做详细的保护规划。”我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目
前拥有一万多处文物点，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又新发现了上千处新文物
点。如何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展示、利用好？任伟表示，在“规划先行”的制度
下，我市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对这些村镇进行重点保护和利用，让珍贵的文
化遗产为我们的都市区建设注入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

任伟介绍，郑州市强化保护提升旧城、规划发展新城的理论，将历史文化名
城与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建立健全历史文化保护机制，制定《郑州市城市紫线
规划控制导则》，强化执法力度，确保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希望在使大批珍贵文化遗产得到科学保护和有效传承的同时，
能使历史文化遗产成为郑州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田冰姝

郑州新型城镇化建设
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举发展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中南片区会议在我市召开

本报讯 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
员会中南片区工作会议昨日上午在我市召
开，来自全国的专家们相聚郑州，围绕“新
型城镇化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这一主题，
共同交流中南片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经
验，着力探讨具有中部特色、闪耀中原文
化、湘江文化、楚天文化光芒的中南片区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并
举的发展理念、经验与路径。交流会由郑
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
文化名城委员会主办，郑州市规划局、郑州
市文物局、郑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承办。

郑州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和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核心地区，已拉开
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
举发展的序幕，确立了“一区两城”的郑州
都市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持续探索城
乡一体的创新发展之路，努力践行省委提

出的在中原经济区发展中“挑大梁，走前
头”的使命和要求。

会议交流中，与会专家和代表围绕会
议主题，就棚户区改造与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新型城
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与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等内容，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交流讨论，
并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提出了诸
多意见和建议。

会议认为，各历史文化名城做了很多
颇有成效的工作，包含了诸多创新理念和
实践思考，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推进了历
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并对进一步做好
名城保护工作充满了信心。

与会专家和代表还现场参观考察了郑
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郑州商代
城墙、河南博物院等地，对郑州历史文化保
护的思路有了全方位的直观感受。

专
家
访
谈

“郑州主要是商代文化，尽管地面建筑已经很少了，但商代文化对中国历
史是一个大的推进，我觉得通过发掘以后，可以极大地提升郑州市乃至中原地
区的文化内涵。”曹昌智建议，郑州可以和安阳等周边城市系统地进行整合，在
发掘商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做一些适当的展示。

“比如，我去过埃及，那里到处都是法老文化，在飞机上、酒店中都是。而
我们在郑州的酒店，没有看到任何和商文化有关的展品，感觉商文化在郑州还
仅是一个口号而已，没有宣传出去，没有把这种东西融入到这个城市发展的内
涵中。”曹昌智认为，郑州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对商文化、商都的内涵进行发掘
提炼，最好与当代社会能够结合起来，然后展示出来，就会吸引很多人来到郑
州这座城市。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河南省城科会副理事
长、河南省名城委主任郭凤春：

扩大郑州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给后代更多文化资源

“郑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主要依托的是商城遗址。对商城遗址的保
护，郑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且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做了很多的规划。”
郭凤春说，下一步主要是应该把这些遗址在现有保护的基础上能够多多发
掘内涵，增加更多的可看性、可欣赏性，因为毕竟很多遗址都在地下。“如果
我们结合城市建设、拆迁改造的过程，能够对古商城的遗存做些适当的发
掘展示，郑州的历史文化名城内涵会更加丰富。”

郭凤春最后建议郑州市能够扩大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多发掘一些，多整理
一些，特别是随着新型城镇化、旧城改造的进程，应当把过去的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甚至一些古地名、古牌坊、古街道等，都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这将可以
给后代带来更多享受文化资源的机会。

郑州市文物局常务副局长任伟：

文化遗产为都市区建设
注入文化生命力

市、区财政按1∶1比例出钱

今年郑州改造近千个老旧小区
“以前小区里垃圾满地、苍蝇乱飞，夏天下雨后出门通常水能到膝盖。”9月19日上午，西陈庄

前街96号院韩女士坐在小游园的围栏上正择着韭菜，中午准备包饺子吃：“如今改造一新的小区
不仅路整好了，还专门修了这个小游园给我们居民休息、健身用。”韩女士高兴地说。

据统计，全市共有1900多个老旧小区，去年已改造227个，今年全市（市内五区）计划改造老
旧小区506个，各区根据实际又累计增加了424个。 记者 胡审兵 通讯员 吴双 文/图

改造后的经六路改造后的经六路33号院（小图为改造前景象）号院（小图为改造前景象）

昔日垃圾满地，如今干净美观
西陈庄前街 96 号院，1995 年建成的小区，

共有9栋楼540户业主。有1/3的家庭是拆迁安
置户。在 2008 年开发商所属的物业公司撤走
后，该小区的日常管理就很不正常。

“道路破旧、坑洼不平，缺少垃圾箱，电线扯
得跟蜘蛛网似的，一到雨季积水严重。”二七区
西彩社区主任孙小仙说。

“8月底开始改造，现在小区面貌大变，比以前
好多了，真是要感谢政府、感谢社区。”韩女士说。

铭功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艳菊说，这个
小区改造投入了 90 万元左右，新安装了路灯，
增加了摄像头，外墙面还进行了粉刷，增加了多
个雨污水井盖等。记者看到，小区打扫得干净
整洁，焕然一新。

二七区房管局局长刘钰介绍，该区共有老
旧小区500多个，为了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
今年二七区财政拨付3000万元专项资金，计划
改造小区数量140个，都是一些建成时间久远、
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小区，其中第一批16个试
点小区改造目前已全部开工，预计 9 月底就能
完工，其余的124个小区年底前也将开工。

市、区财政出钱，改造老旧小区
据介绍，全市共有1900多个老旧小区，居住

对象多为国有企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这些小区
封闭性差，硬件环境、公建配套等建设标准普遍
不高，普遍存在下水不通、路面缺损严重等问题。

为了彻底改变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面貌，
2011年，市政府出台了《郑州市老旧小区物业基
础设施改造和全覆盖工作计划》，计划对老旧小
区物业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改造资金由市、区财
政按照1∶1的比例承担。改造后，符合引入专
业化物业服务的，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暂时不
具备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的，由社区成立社区
物业服务站，进行物业服务。

小区改造使得房产增值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1年全市已经

改造了227个，2012年全市（市内五区）计划改造老
旧小区506个。各区根据工作实际，自行增加了部
分改造计划，全市的改造计划中又增加424个老
旧小区。据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后，小区的房子得
到了大幅的保值增值。金水区某小区在实施改造
后，二手房屋交易价格每平方米涨了100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