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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地产 独家策划

对于郑州来说，市民心中这样的“健
康居住之地”或许各有各的答案。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郑州都市区建设大
幕开启，作为破题之作的郑州宜居健康
城，让郑西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而
郑州西城也因为街宽路广、人少车稀，
绿地丰富、公园众多、人文深厚、历史悠
久……越来越成为追求居住质量的人们
首屈一指的置业佳地。于是，“商务向东
生活向西”的观点，正在形成一种共识。

郑西，从地理、地貌上说，正处于第
二级地貌台阶前缘，这里不仅拥有小面
积的平原，更有丘陵、坡地、山地等众多
地形，这样的地方虽不适合农业生产，但
却是人居和生活的适宜场所。

除此之外，这里还拥有众多的水域、
水面以及湖泊河流，如常庄水库、尖岗水
库、楚楼水库、洞林湖（寺河水库）、西流
湖、贾鲁河等，这对人均水资源十分缺乏
的内陆城市郑州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也正是由于郑西独特难得的自然资源、

优美的山水环境，国家投资数千亿元的
南水北调工程中线在这里选址，以期保
证南水北调的水质。

清华·大溪地和清华·忆江南的出现
让人们的幸福生活梦想不再遥远。清
华·大溪地，郑上新区核心大盘，坐落于
宜居健康城腹地。转身繁华，出入优
雅。规划有300万平方米温泉宜居华宅
和189万平方米游闲主题商业。项目内
12 万平方米奥帕拉拉水公园，8 万平方
米香堤湾温泉，14 万平方米奇域商业公
园，6 万平方米李商隐公园，高端写字
楼、大型会议中心、大型购物中心、巨幕
影城、星级酒店等一应俱全。

而清华·忆江南更是拥有原生态自
然环境，这里万亩黄河湿地之畔，中原天
然养肺，空气负氧离子含量 10 倍于市
区，是非常难得的中原天然氧吧。而周
边丰富的文化景观资源及正在建设中的
星级物管服务等细节的均优性，让消费
者切切实实看到了“游闲生活”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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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的房价、拥堵的城市、沉重的压力、污染
的环境……这一切，让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压
力越来越大。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住
观念也开始多样化，人们除了追求“有得住”，
也更关注“住得好”。
相比郑州其他区域，快速成长的郑上新区，房
价正处洼地，加上优美的环境，越来越便利的
交通和良好的规划，入住这里，幸福指数更
高。 郑州晚报记者 梁冰

如果要总结最近两年的“十大关键
词”，PM2.5 肯定位列其中。去年年初，
这个关于空气质量的专业术语迅速在
微博上传开，并蔓延开来，也成为各地
关注的话题。

如今，每天公布全国 177 个重点监
测城市的 PM2.5 指数已经成为常态，这
被很多人解读为城市人对空气污染的
忍无可忍，因为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

事实上，人们对PM2.5数据的关切，
是因为人们已经厌烦了穿梭在汽车尾
气和各种污染气体中的生活，大家都开
始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逃出尾气弥
漫、沙尘飘荡的闹市，寻得一方清净之
地，既可以享受到都市的便利与畅达，
又拥有乡村的宁静与安适。

PM2.5 时 代 ，我 们 住 哪 里 ？ 在
PM2.5 冲击波面前，这种讨论已经在许
多城市高端人群中展开，“除了逃离城
市，或许只有选择‘环境好’、‘有公园’、

‘空气清新’的住所”。
在那里，城市不再是一张无限摊大

的钢筋水泥饼，而是被绿带环绕的没有
烟尘的小城市群；城市的道路上不再是
拥挤不堪的车流人流，而是绿意盎然的
林荫大道；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便捷的穿
越在田园景致上的道路，到时，人们既
能享受田园生活的舒适、悠闲，又拥有
城市的快捷与便利。

“工作几年来，一直在看房子。这
其中有面积大的，也有面积小的。几年
下来，也没找到自己理想的房子，越来
越迷惑，我到底要住哪里？后来，我才
明白，我要的是可生活的空间，自己的
父母在社区内有一帮可以一起聊天、锻
炼的老人朋友，小孩有和自己一起成长
的伙伴，我自己可以在会所里和邻里一
起交心、娱乐。”

市民张先生说，郑州中心区域虽然
现代繁华，但到处是林立的高楼、冰冷
的建筑，行走其间，会让人感到压抑，会
有想要呼吸的感觉。“从这一点而言，我
更喜欢郑西的生活，至少那里不是水泥
的森林，而是真正的森林，林木葱茏，有
种融入自然的畅快与悠然。”

宜居郑西 原始森林赢过水泥都市

云南大理的一个小渔村“双廊”，如
今正被众多来自“北上广”的离职白领
们奉为真正的生活乐园。他们放下昔
日都市生活的喧嚣、繁忙、疲惫，在洱海
边傍水而居，与父母妻子儿女相伴，与
大山大水相对，看山看海看云，过着自
己梦想了许久的恬静生活。

城市的现代化，一方面繁荣了城
市，一方面却加速了人们的逃离，生态、
绿色的生活已成为都市人最大的渴
望。在郑州，或许只有郑西才能找到这
样的生活方式。

任何城市的发展，其终极目标归根
结底都是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郑西
宜居健康城规划的建设实施，也是基于
这样一种目标。

“在郑州，唯有郑西适合建造田园
城市。”在2012郑西发展高峰论坛上，河

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表示，想要实
现田园城市的梦想，只能是在郑西。

在他看来，郑西是郑州的工业产业
基地，有民众的经济实力支持，有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有独具特色的山水林
木生态环境。郑州西部主要是浅山丘
陵，荒沟、荒坡居多，对它们稍加平整，
建城市、建商店、建学校、建医院最适合
不过，甚至比平地更能因地制宜地开
发，这样的地质地貌高低不平、错落有
致，建设宜居城市，简直是天赐之地。

或许每个繁忙的都市人心中都有
一份“性本爱丘山”的情怀，都有一股

“归去来兮”般的蠢蠢欲动，再加上满足
经济基础后对健康的日益重视，回归自
然是一种情感爆发后的理性诉求：我想
靠近原始森林，而不是水泥森林；我希
望住田园城市，而不是水泥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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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观念
从“有得住”到“住得好”

当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率攀升，城市一
天天在长高、一天天在变大，蛰居在都市钢筋水
泥丛林中的人们发现，与城市如影随形的是城市
人口急剧膨胀、汽车激增，随之而来的是交通拥
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

“幸福指数”因而成为城市生活中一个重要
的评价指标。“幸福指数”是人们幸福感的度量
值，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
福指数，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是社会运行
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
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为了应对“城市病”，一些较为富裕的阶层开
始了从“有得住”到“住得好”的转变，纷纷迁往郊
区，他们白天到市中心上班，晚上回郊区休息居
住，随之在发达国家兴起了在郊区居住的热潮，
即人口居住的郊区化。

随着郊区居住人数的增多，郊区的工业、商
业、医疗、交通等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提高。尤
其是汽车社会的来临，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
利，郊区与市中心的距离不再是制约人们生活的
因素，相反，郊区的美好环境吸引了更多的人前
往。

以郑州为例，郊区化置业趋势更为明显。从
2011年3月份郑州市实行限购以来，逼迫大量购
买力外流；同时，郑州市绕城高速免费更是加速
了有车一族“上班在东区，居住在西区”趋势，地
处郑上新区城核心的清华·大溪地和清华·忆江
南受益于这个趋势，已经成为郑州楼市关注度很
高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