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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沉寂 宜居北区再受资本关注

早在十几年前，
郑州市就提出了“北
移东扩”的城市发展
构想。北区以优美
的自然环境、便捷的
交通及成熟的生活
配套，逐渐成为新的
宜居之地。

提及北区，人们
总是冠之以生态之
区、人文北区的美
誉。同样，在城市化
的洪流中，人们也总
会因其曾经放慢的
脚步唏嘘不已。

近年来，城市以
组团式发展的迫切
需要，给北区送来了
新的机遇。郑州黄
河滨河公园的大手
笔规划，又给北区发
展 带 来 更 多 的 遐
想。这个历史悠久、
文化浓厚、生态宜居
的区域，正再度扬起
发展的风帆。

郑州晚报记者 王磊

一脉相承，生态宜居是北区先天优势

作为郑州市“北移东扩”战略下的发展重
点，郑州北区从开发之初，就是房地产供需最
为旺盛的区域。发达的交通网络、完善的配
套设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土地，都让
郑州北区充满吸引力，其商品房成交量、供应
量都曾在郑州楼市领先。

花园路、文化路、南阳路、经三路、农业
路、东风路，这片郑州市中心城区北面“四横
两纵”的热点地带，在多家房地产开发商的沸
腾销售中宣告饱和后，107国道以西、连霍高
速以南、南阳路以东，这一被房产界和市民在

概念上曾定义为郑州北部新城的区域，成了
地产的逐鹿之所，竞争如火如荼，楼盘密布。

此后，地产资本沿郑花路一路前行，过连
霍高速公路，房产集结在惠济区桥南新区。
这一区域的房地产开发火热，南起北环路、北
至贾鲁河，全长5公里多的“迎宾大道”，两旁
的土地已被风格各异的楼盘围合起来。众多
的社区，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政、道路、公共交
通、商业等大型生活配套设施，给居住于此的
人们提供着便捷生活的条件。

自西环城高速路向东，沿黄河湿地前行，

东至京珠高速公路，沿线串起黄河风景名胜
区、清华·忆江南游闲度假区、思念·果岭生态
旅游区及已建和在建的黄河湿地保护林生态
景观带、丰乐农庄、富景生态游乐园等。这些
生态旅游项目相连，形成了一个气势恢宏、独
具特色的生态经济带。

毫无疑问，生态宜居是北区的先天优势，
也是未来城市发展和人居发展的基础，在郑
州都市区组团发展的框架下，在黄河滨河公
园的规划下，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
生态资源，需要人们思索。

生态宜居，一直处于别墅市场最前沿

有人提出，郑州如果能够和黄河融为一
体，黄河的文化、生态主题将完整地融入郑州
这座中原名城，河、城最终融为一体，才能在
真正意义上滋养这个城市。

因为，这个区域承载着更多的中原文化
和生态意义……黄河迎宾馆、大学城，鼎盛人
文，一脉相传；黄河、贾鲁河两大水系蜿蜒分
布在区域内，滋养着北区；绿地、绿化带、黄河
生态湿地、省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使得北区成
为最适宜人居的区域……黄河生态林带，将
构筑起郑州北部的绿色屏障；黄河风景名胜
区、花园口游览区、郑州海洋馆等休闲场所将

为北区的居民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城北板
块，正在以其清新的生态概念，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愿意留守在这里的置业者。

以思念·果岭国际社区为例，该案北依
黄河风景区，南靠北四环，总规划 5400 亩，
投资规模将近 14 亿人民币，是中部地区唯
一成熟的低密度高尔夫社区。社区内有 4
条自然河流、不同大小 9 个湖面、1000 余亩
自然水面、420000 棵成年珍贵树木、169 种
野生动物。森林覆盖率达 68%。已连续被
评为“省级森林公园”、“国际花园社区”、

“绿色社区”。

时至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思
念·果岭国际社区、清华·忆江南、甲六院、
大河龙城、鑫苑·逸品香山等低密度社区的
陆续推出，北区的房地产发展已经初步形
成以高端别墅等旅游地产为龙头，多层低
密度花园洋房为主力的人居格局。

业内人士指出，无论供应量、消费量、市
场活跃的程度，还是产品档次的跨度，郑州北
区都处于别墅市场的最前沿。作为集中了郑
州 60%以上别墅项目的北区，被人们称为郑
州的“中央别墅区”，这里所独有的生态湿地
环境已被公认为郑州的最佳人居环境。

郑州北区，在新一轮发展中找回自己
上世纪90年代，郑州的城市规划中首次

出现“北移东扩”的战略构想。这4个字犹如
一针强心剂为北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2004 年 5 月 1 日起，郑州市原邙山区正
式更名为惠济区，区委、区政府大院向北搬迁
至该区天河路与开元路交会处的机关新址。
北移10公里的不仅仅是惠济区政府大院，与
之相伴随的还有基础设施的改善，从而拉大
了城市框架，为郑州北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广阔空间。

在郑州“东扩北移”的年代，北区曾吸引

了资本的关注，在郑州城市框架拉大的过程
中，也曾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但我
们也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郑州城市
发展史上，“北移东扩”造就了郑东新区的崛
起和辉煌，却也让风光一时的北区在郑州市
民眼中变得模糊起来。曾有人说，北区的“寂
寞”在于市场认知度、接受度相对较低，人们
对于其定位理解相对模糊。

后来，一纸都市区组团发展的规划，让
郑州周边各组团的发展速度开始骤然提升，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态势，也让郑州

北区在郑州新一轮发展中重新寻找到自己
的方向。

2011年 7月，郑州黄河滨河公园概念性
总体规划方案评审会召开，在郑州东、南、西
3个方向各有宜居教育城、宜居健康城、二七
运河新城组团的情况下，北区终于被“补齐”。

该规划显示，郑州沿黄1164.16平方公里
将化身为郑州黄河滨河公园。这意味着，作
为郑州都市区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北区，在
沉寂多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纲领性的发展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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