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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地产 独家策划

郑州市民或许知道离郑州最近的
县市是荥阳，然而很多人也许不知道，
河南有山有水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也
只有一个荥阳。这样一个山水交融、休
闲养生的佳地，对于位于中原西路，正
处于荥阳与郑州交接之地的首席游闲
大盘清华·大溪地来说，又增添了多少
宜居的砝码与地域优势，也许只有选择
了这里的人才会知道。

顺着郑州西部景观大道——中原
西路一直西行，10分钟车程即可到达荥
阳境内。

这块土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孕
育了名人众多，唐朝“诗、书、画”三绝的
文人郑虔、晚唐诗人李商隐等都出生在
这里。唐朝时，有11名荥阳籍郑氏在朝
为宰相，宋代的王博文父子三朝为官，
史称“三朝枢密使，九子十进士”，可谓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荥阳是中国诗歌之乡，自古以来就

有吟诗唱词的优良传统，《诗经》的《郑
风》、《小雅》等诸多篇幅描述了荥阳的风

土人情。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等均出自荥
阳，为繁荣我国的诗歌文化作出了贡献。

历史上荥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群峰峙其南，邙岭横其北，东拥京襄
城，西跨虎牢关”，故有“东都襟带，三秦
咽喉”之称。楚河汉界的鸿沟，刘邦、项
羽争雄的汉霸二王城，刘、关、张三英战
吕布的虎牢关，郑国京城遗址、道教圣
地飞龙顶等都是这块土地上的著名文
化遗产。

此外，还有走出郑州先民的织机
洞、隋朝瓦岗军取得大海寺大捷的大海
寺、迄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新中国成立前
后建筑风貌的荥阳老城等。同时，区域
内独特的象棋文化、诗歌文化、嫘祖文
化、郑氏文化、三国文化、楚汉文化、黄
河文化，均为打造宜居生态城文化品位
提供了良好保障。目前，已挖掘整理了
一些人文资源，包括修建了李商隐公
园、禹锡园、兴国寺遗址生态园、京襄城
遗址生态园、象棋广场、植物园六大文
化主题公园等。

人文深厚历史悠久 处于三秦要塞

生态资源丰富 轻易实现亲水梦想

在专业人士看来，郑州都市区“宜
居健康城”的提出，与荥阳市先前提出
的“宜居生态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契合。相对于“宜居健康城”，“宜居生
态城”的范围更广、覆盖区域更大。

对生态环境的打造，荥阳市打出了一
套“组合拳”，深度挖掘环翠峪、桃花峪、黄
河等自然景观，鸿沟、虎牢关、织机洞等历
史遗存，“婆媳让水”、“嫘祖故里”等古老
传说，编制完成全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和沿黄景观带、南水北调穿黄旅游区等
重点景区控规，采取不同措施，形成一个
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旅游开发框架。

此前，荥阳市早就提出了“三带四
区”特色旅游线路。所谓“三带”是指沿
黄河文化景观带、南水北调生态景观带
和索河生态景观带；“四区”是指檀山源
文化旅游区、环翠峪生态旅游区、万山生
态旅游区和洞林湖-塔山生态旅游区。

索河位于贾鲁河上游，水量充沛，
贯穿索河的四座水库总库容达10940万
立方米。另外，还有胜利渠、降龙渠等
引水工程。区域内有塔山、万山等自然
山脉，区域林果覆盖率达 30%以上，南
部环翠峪植被良好，有森林氧吧之称。

除此之外，荥阳市正在规划“四库
一河”开发工程，包括辖区内三仙庙水
库、丁店水库、楚楼水库、河王水库、索
河等水系资源。

他们将通过继续强化万山、塔山等
山脉森林公园建设，结合良好的环翠峪
森林氧吧，形成 35 公里的生态产业带。
此举无疑将会对整个郑州市域西部的
水源涵养、空气净化、休闲旅游等将起
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难怪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
长冯德显曾公开表示，在“郑州都市区”
的框架中，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改善郑
州人的亲水梦想，那一定是荥阳。对一
个北方缺水城市来说，索河独特的山水
资源是真正的稀世珍宝，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自然馈赠。

除此之外，对“水”尤为偏爱的中原
游闲文化的倡导者——郑州清华园房
地产公司，也在帮助郑州市民实现家门
口的“亲水梦”。

在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与商隐路
的清华·大溪地项目中，不仅300万平方
米的多层宜居华宅和大体量的商业配
套，还兴建有中国中部地区首屈一指的
夏季水上游乐项目——奥帕拉拉水公
园，以及香堤湾温泉，可谓人们实现亲
水梦的不二乐园。

据此，业内人士指出，奥帕拉拉水
公园的成功运营，不仅完善了城市配
套，为中原市民提供了新的度假休闲之
地，而且给郑州西部城区的发展，聚集
了更多的人气与商气。

郑州区域示意图

郑西迎来政策高地 区域价值激增
当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河南

有了政策高地。那么，大西区的政策高地在哪
里？有人说，“那就是宜居健康城和郑上新区”。

据悉，宜居健康城主打养老、医疗、疗养、休
闲等产业，发展活力无限，同时还能吸引健身、护
理、保健品、药品等相关产业聚集发展，使荥阳三
产加速发展、全面繁荣，使郑州的健康休闲服务
功能更加突出。

根据规划，郑上新区主导产业为通用航空、
装备制造、超硬材料及绿色新材料；辅助产业为
商贸物流、商务信息、运动休闲、健康医疗及现代
商业；机遇产业为生态、文化旅游和都市农业。

对此，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秘
书长宋向清表示，目前郑州东西南北的发展已
四面开花，郑州城市发展的大格局、大框架已初
具雏形。按照郑州东西南北四大新区的规划，
别说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是五年以后，整个
郑州大都市区也一定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前
景非常乐观。

如果说这只是一张美好的蓝图，那么关于资
本市场的集体西进，则将蓝图逐渐落在了实地。

如中原万达广场，锦艺城、西元国际城市广
场等城市综合体项目，纷纷在西区二环外落子、
开花；清华·大溪地等以休闲度假为主要功能的
房地产项目，以及金马凯旋家居 CBD、锦艺国际
轻纺城等专业市场，在西三环向西区域占得先
机；而亚星江南小镇、建业郑西联盟新城、居易五
云山等，则在上街取得不俗的销售业绩。

此外，还有首批入驻宜居健康城的郑州人民
医院、郑州市骨科医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和郑
州市卫生学校，目前已进入实质性开工阶段；郑
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宏力医院、合众人寿健
康谷高端养老项目也正在推进当中。

当东区发展日新月异之时，郑州西区也已迎
头赶上，区域价值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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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州都市区“十大组团”中的宜居健康城、
宜居职教城，到郑西新区、中原新区、常西湖
新区，以及新近的“郑上新区”，政府对西区的
发展规划，一直有着审慎思考。
虽然郑上新区的具体规划尚未出炉，但已引
起了开发商和置业者的广泛关注。因为曾经
代表郑州辉煌历史的大西区，一直被誉为郑
州的西花园，拥有着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自
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而这些独有的优势，也
是“郑上新区”提出的基础和未来发展的有力
支撑。 郑州晚报记者 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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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兴国寺主题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