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理当“挑大梁”。
“三化”协调发展，郑州必须“走前头”。
探寻引领郑州都市区跨越良机，郑州市委、

市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气魄，赋予城镇化
全新的要求、动力和使命。

“郑州是中原经济区建设最大受益者，也必
然是最大责任担当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
天君指出，率先走出一条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
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是郑州义不容辞
的责任。 记者 王继兵 袁帅/文 马健马健//图图

就像歌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有自身
特色；犹如弈棋，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主攻
方向；还若绘画，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会统筹
兼顾。

如何突出特色找到主攻方向，做到
统筹兼顾，发挥引领作用？

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大会向全
市发出号召：

“以大刀阔斧、势如破竹之势，迅速
掀起新型城镇化建设热潮，在全省率先
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
学发展的路子。”

今后一个时期，新型城镇化就是引
领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

这个总抓手，对应着 6个切入点：交
通道路建设、生态廊道建设、四类社区建
设、城市组团起步区建设、中心城区功能
提升和产业集聚区建设。

对于新型城镇化，河南省社科院院
长喻新安有个解释：

传统的城镇化“见物不见人”、“兴城
不兴业”、“重形不重神”，走的是城镇建
设扩容的路子。实践证明，城镇扩容发
展易产生“城市病”和“农村病”。

郑州推进的新型城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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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农
业、城市和农村通过城镇联结起来，大中
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
展、互促共进。

这是一份正在建设中，让“城里的月

光，点亮田园梦想”与现代化发展目标对
接的蓝图。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交通自
古以来皆系为政之大略、民生之要义、经
济之命脉、发展之基石。

去年 12 月 3 日，惠济区北四环与天
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廊道两旁，高树、矮
丛、绿地形成立体化绿化，走在其间，十
分惬意。

“这是‘两环十七放射’的一条主要
道路，很快就完工。”惠济区林业局总工
程师王向生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在荥阳“5826”路网建设施
工现场，工人们挥舞着铁锹，迎着寒风奋
战，一条条平整坚实的柏油路面实现了完
美“变脸”。

一年来的交通道路和生态廊道建
设，不仅优化了郑州市生态环境，还构建
起快速、便捷的全域交通一体化路网体
系，郑州新城区、新市镇、新型农村社区
之间搭建起一条条人流、物流、信息流通
道。

跟随郑州新型城镇化的步伐，记者进城
镇、走乡村、入社区、访企业、问农户，体会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无尽活力与广阔前景。

穿过碧波粼粼的纸坊水库，巍峨嵩山脚
下，便是登封市唐庄乡。

农业乡、贫困乡、山区乡，这 3 个词足以
勾勒唐庄乡全貌。乡党委书记李剑玮说，山
区面积占全乡总面积70%左右。

唐庄乡定位“汉唐风韵、山水唐庄”，以
镇区为中心建设大社区，镇区周边因地制
宜建工业园区、苗圃蔬菜园区、风景旅游区
及三产服务区，现在东边的工业园区已有8
家企业顺利入驻。

57 岁的搬迁户王学民以前住在 20 多里

外的山沟里。原来看病要走几公里山路，小
孩上学要么寄宿镇区亲戚家，要么寄宿学
校。现在，社区门口就是社区诊所，几百米外
就是幼儿园和学校。“那生活质量嗖嗖地提高
啊！”王学民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

许多媒体调查表明，大量“飘”在城里的
农民，迫切期望在“家门口”就业，能赚钱的同
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这些接受了城市文明洗礼的农民，渴
望家乡也有与城市一样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

记者在采访中，也有强烈的感受，强化新
型城镇化引领，不仅是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更
是广大农民的期盼。

目前，全市启动新型农村社区 68 个，合
村并城社区98个，城中村改造项目60个。

郑州各县市区已建成的新型农村社区，
折射出新型城镇化的 6 个“新”：“新”在涵
盖农村，从农村着手推进城镇化；“新”在
不牺牲农业和环境；“新”在农民可以就近
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新”在不再区分农
民市民身份，都是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新
型职工；“新”在农民和市民享受一样的居
住环境和公共服务；“新”在以城镇化引领

“三化”协调发展。
这些新型农村社区，实现了村民集中居

住，产业集聚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为经济发
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务实发展共筑新愿景

古云：“为政之道，以厚民为本。”
郑州正在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突出为

民”，充分考虑农民实际承受能力，坚持让农
民在城镇化中获得实惠，实现“离土不离乡、
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的美
好愿望。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不仅仅是引导农民
集中建房，也不仅仅是把农民变成市民，还在
于促进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好比建一栋大
厦，产业是大厦的基础。有产业，农民就业才
有基础，农民收入才有保障，才能“进得来、留
得住、过得好”，真正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新郑市薛店镇第一社区南组团整合了常
刘、薛集、草庙马3个行政村，现已建成一期，
296户村民入住，常书松家就是其中之一。

常书松原来是常刘村的庄稼汉，新社区
建成后，他“转业”成为社区物业管理人员。

他的两个儿子及媳妇在镇上工业园区上班。
社区紧邻中原食品工业园，现有白象、胖

哥等食品企业 80多家，社区 80%的劳动力在
食品工业园打工。

在社区门口，一个牌子格外醒目：“一个
社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两个人就业”。薛
店镇负责人说，这是新郑提倡的就业模式。

通过发展产业集聚区、规划农民创业园、
发展现代农业等途径，各县市区依托新型农村
社区创办产业园区，宜工则工、宜商贸则商贸、宜
旅游则旅游，培育特色经济，发展配套经济，形成
农民增收致富的稳定来源，促进农民就近就
地转移就业，就地实现生活、生产方式转变。

让群众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保
障农民宅基地收益权，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和社
区房屋的所有权，是郑州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一大特色，是维护农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市委书记吴天君在接受《中国经营报》专
访时强调：“新型城镇化‘一个主体三个权益’
的核心就是不从农村挖土地、不在农民身上
打主意，不以农民放弃土地为身份转换和享
受城市政策、公共服务的条件，让群众在新型
城镇化推进当中，当期得实惠、长期有保障。”

一年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一年的产业
集聚区谋划，郑州初步回答了“产业在哪里布
局、布局什么样的产业，人们在哪里居住、居
住在什么样的环境”的新型城镇化原始命题。

统筹城乡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为平
等交换城乡要素、均衡配置城乡资源的愿景
找到了路径，为居住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城
市化、就业结构城市化、消费方式城市化奠定
了基础。

这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源之水，是引领郑
州都市区发展实现跨越的有本之木。

突出为民引领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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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引领新型城镇化是引领 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现代产业体系是支撑
依靠群众推动工作落实机制是保障依靠群众推动工作落实机制是保障 “三大主体”工作年度系列报道“三大主体”工作年度系列报道 之二之二

新密市岳村镇正在建设的云蒙社区新密市岳村镇正在建设的云蒙社区

登封市唐庄玉溪社区建
成后，有了配套的卫生所，从
此居民看病不再难。

新密市来集镇王堂祥和社区生态污水处理工程

绿色廊道让郑
州的道路更漂亮，图
为四港联动大道的
自行车休闲通道。

明日请继续关注“三大主体”工作年度系列报道之三——
现代产业体系支撑都市区转型升级

坚持“一个主体”
确保“三个权益”

评论员 李记

继“城镇化”写入十八大报告后，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
化质量”。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坚持以新型
城镇化为引领，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被称为
我省多年实践找到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
合点、切入点、着力点、增长点。

思路决定出路。新型城镇化，必须首先是人
的城镇化。先行先试，率先破题，必须用对思路。
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建设新型社区，确保农民成为
社区建设发展的主体，确保农民成为购房建房的
主体”这“一个主体”，维护“农民宅基地的收益权，
农民承包地的承包权，农民社区房屋的所有权”这

“三个权益”，建设“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
谐”的现代化都市区，这就是郑州的思路。

方法决定成效。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载体，
“载体”效用的最大化，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着重追求质量和效率，确
保群众的切身权益。“一个主体”“三个权益”的核
心，是不从农村挖土地、不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不
以农民放弃土地为身份转换和享受城市政策、公
共服务的条件，让群众在新型城镇化推进当中，当
期得实惠、长期有保障。这是基本纲领，更是行动
指南。

言忠信，行笃敬。不仅是“四类社区”建设，从
都市区畅通工程建设，到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工程
实施、旧城区产业升级工程推进，再到生态环境建
设工程施行，“一个主体”“三个权益”，是坚持依靠
群众的策略和方式，更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机制和
措施：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加快郑州都市区建
设，一年来务实发展的实践表明，我们是这样说
的，更是这样做的。

坚持“一个主体”确保“三个权益”，坚持做到，
坚持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就能得到
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与和支持。

只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现实权
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两个二元结构”
和内需不足等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实践是最好
的证明：一年来，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
参与，以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的人民群众居住环
境的城市化、公共服务的城市化、就业结构的城市
化、消费方式的城市化，正在快速形成，新型城镇
化引领都市区跨越，已迈入发展快车道。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