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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体工作三大主体工作··城乡建设篇城乡建设篇之之综述综述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郑州答卷”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党贺喜 刘俊礼/文 唐强/图

思路决定出路。
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走

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化
协调、四化同步科学发展之
路，构建城乡一体的体制机制
建设之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
列为梦想而勾画，为发展而谋
划，为目标而规划的“头脑风
暴”革命。

2012 年 2 月 16 日，郑州开
启 了 新 型 城 镇 化 的 起 航 之
旅。在这天召开的郑州市新
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大会上，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在对
新型城镇化的深刻分析中，一
口气回答了十几个诸如什么
是新型城镇化、为何要推进新
型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过
程中注重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应该坚持怎样的理念等一连
串课题，解惑释疑，因势利导，
以求共识。

在具体实施破解城乡二
元结构的过 程 中 ，吴天君反
复强调，要以人 为 本 ，推 进
以 人 为 核 心 的 城 镇化，进而
才能把“一个主体”“两个载
体”的统筹城乡发展理念付
诸实践。

“一个主体”即中心城市，
要把郑州中心城区打造成为
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主体；“两个载体”，依托
县城和镇区 ，依 托 原 有 产 业
布 局 和 产 业 基 础 ，规 划 建
设 产 业 集 聚 区 和 农 民创业
园，将其打造成为农民就近就
业和自主创业的载体、沿海发
达地区和城市产业转移的载
体、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
的载体；把包括新型农村社区
在内的各类新型社区打造成
为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载体。

对于新型城镇化，吴天君
反复强调，各地加快研究制
定城乡一体的统筹发展政策
机 制 ，在 户 籍 管 理 、社 会 保
障、公共服务 、宅 基 地 管 理
等 方 面 探 索 制 订政策措施，
推进城乡发展规划、城乡产
业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城乡公共服务、城乡劳动就
业和城乡社会管理“六个一
体化”。

广集民智民意，反复打磨
推敲。一个以《郑州都市区空
间发展战略规划》为依据，以
县（市）区为单位，由国内知名
专家高标准编制的《新“三化”
协调发展空间布局规划》盛装
出炉。

规划确定了“一城（主城
区）、三区（东部新城区、西部
新城区、南部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四组团（巩义、

新密、新郑、登封四个城市组
团）、38 个重点产业集聚区、
27 个 新 市 镇 、183 个新型农
村社区、56 个历史文化风貌特
色村”。

而作为开创新型城镇化
建设新局面的破题之作，市
委、市政府确立了以交通道
路、生态廊道、四类社区、组团
起步区、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和
产业集聚区建设作为新型城
镇化六个切入点，全力推动新
型城镇化建设。

规划是梦想的先导，理念
是实践的方向。科学的规划，
精心的谋划，无不闪耀着市
委、市政府对全局的准确把
握，彰显出对操作过程、实施
细节的全面考量。

郑州新型城镇化，只待笃
行实干兴大业，直挂云帆济
沧海。

奋进是驶向梦想彼岸的
引擎。

一年多来，900 多万郑州
人民以足够的历史耐心、顽强
的改革决心、坚定的发展信
心，一砖一瓦不马虎、一张蓝
图干到底。新型城镇化在郑
州的生动实践，可谓上接天
线，下接地线，主线贯通，舞动
风潮。

按照全域启动、全域推
进、全域突破的要求，围绕新

型城镇化六个切入点工作，全
市上下先后打响了“三大战
役”——

以城乡路网体系建设为
先导，打响了沿线整治、社区
安 置 、道 路 和 廊 道建设的攻
坚战；

在主城区启动了“井字+
环线”快速骨干路网、16 个环
城高速出入口、188 条断头路
打 通 、751 个 路 口 渠 化等工
程，在县城组团启动了十字交

叉的形态风貌景观道路改造
工程；

以产业集聚区、中央商务
区、商业特色街区为载体，掀
起了功能集合构建、组团新区
开发、四类社区建设、主导产
业发展、招商引资的热潮。

“三大战役”如同“三驾马
车”，握指成拳，合力出击，协
同作战，向着长期以来阻碍科
学发展的城乡二元“藩篱”发
起冲击。

目前，全市交通路网、生
态廊道、安置房建设步伐明显
加快：年内计划开工建设的县
域交通道路网络 483 条，已竣
工通车 170 条，802.4 公里，新
增绿地 7404.1 万平方米，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完成投资 60 亿
元，在建安置区 88 个，累计建
设面积249万平方米……

数字彰显郑州巨变，数字
见证郑州动力，数字激发郑州
活力。

健全机制
共享发展成果

一年多的实践探索，一连串
的报捷战果。

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就是必
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我
市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点石
成金的“郑州元素”。“以人为本，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答卷，群
众百姓是最终考官。因为，“一
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盘点才会有新发现，我们快
速扫描一下那些“民向往之”的
新变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
郑市八千乡湾左村农民入驻新型
农村社区后，把643亩土地通过流
转建成256座蔬菜大棚，每个日光
温室大棚年收入在 5 万~8 万元。
在政策引导下，现代农业发展势
头强劲。市农委统计，全市目前
新增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7万
余亩，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到
1406 家，合作社成员总数达到
12.33万个，带动农户24.67万户。

注重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在实施“政府主导拆迁安置”、

“城乡规划土地建设管理”改革
中，更加注重公共资源均衡配
置。新密市把入住新型农村社
区的农户转为城镇居民、办理房
产证的同时，继续保留农村各项
政策和待遇，优先享受政府补贴
的小额贴息贷款；荥阳等地则以

“五险一金”自由转移为保障、以
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覆盖常住
人口为重点，进行制度创新，让
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城镇化建
设带来的利好。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一个极为温馨的片段
是，今年春天，惠济区老鸦陈街
道办事处苏屯村行将大拆迁时，
区委、区政府专门请来了专业摄
影师，为所有村民在旧居前拍下
了“全家福”，留下一抹“乡愁”，
笑迎美好明天。

着 力 增 加 群 众 财 产 性 收
入。各县（市）对旧宅进行拆除，
原宅基地按不低于 1：1.05 比例
进行复耕，复耕后的耕地和节余
的建设用地归集体所有，部分土
地通过流转、参股、租赁等方式
用于农民在县城内发展二三产
业，越来越多的农民由“无产者”
变为“有产者”，新型城镇化建设
让农民变“带土地的市民”。

“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
现代化的两大引擎”。产业为
基，就业为本，窥一斑而知全
貌。新郑龙湖镇通过建设产业
集聚区，成功引进华南城项目，
创造了 20 万个就业机会。统计
显示，全市已建成 40 个产业集
聚区，带动 20 多万个农民家门
口实现就业，农民生产生活方式
开始发生转变。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步伐稳健，步履
铿锵。郑州正在这一豪迈有力的进
程中，日新月异，苟日新，又日新！

（上接AA03版）

顶层设计主导城乡一体

“三大战役”给力城乡一体

风景优美的生态廊道，已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