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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街区按照“三大一
中”的战略要求，围绕建设“产业高
端、环境优美、城乡一元、文明和
谐”新上街的总目标，以“强投资、
夯基础、调结构、求提升”为总要
求，强力推进“三大主体”工作，生
态建设取得新突破，全年新增绿化
面积67万平方米，太溪湖、东虢湖、
上湖基本完成土方开挖，全区绿水

结合的生态布局初见成效。
近年来，上街区一直在围绕

“美丽上街”做文章。2014年，五
云山综合开发的步伐会加快，大
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继续实施
南部山区绿化提升工程，推进方
顶明清文化旅游开发项目和五
云山运动休闲度假基地建设，打
造南部生态示范区。

而生态廊道及水系建设也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原西路
生态廊道正在续建，更有新建
道路生态廊道，工业路游园、孟
津路公园、峨眉路公园也将开
工建设，再加上金华路等道路
绿化带的升级改造，预计全年
将新增绿化面积 50 万平方米。
其次“五湖”生态水系工程也将

于 2014 年完成，冯沟水库的恢
复工作也在进行，人水和谐、人
水相亲的宜居家园指日可待。

在环保方面，上街区将继续
开展“蓝天”行动，切实改善空气
环境质量。并严把环保关，坚决
杜绝污染项目上马，从源头上推
进污染治理，这些都将为打造生
态宜居上街保驾护航。

从宜居健康城、宜居职教城选址郑西，到《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纲要》提出将荥阳、上街纳入中
心城区统一规划建设，再到“郑上新区”从市场呼吁上升为政府策略……步入全新建设阶段的大郑州，
不断将城市发展指针瞄准郑西，将规划的指挥棒指向郑西，郑州西部的价值，需要人们再次郑重审视。
提及上街区，多数人的印象是工业重地，其实，上街区历史悠久，据考证曾为东虢国故城，素有“三秦咽
喉”、“东部襟带”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原文化的繁育之所。穿过厚重的历史画卷，这里
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迹。
于是，我们从宜居的角度解读上街区，这里有山有水，就宜居所必需的“环境优美”这一基础条件而言，
相对于其他区域，其自然优势显著。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商务向东 宜居向西
几年前，相比郑东新区的

雍容华贵、航空港区的生机活
力、主城区的成熟繁华，可以
说，西区稍显寒酸，尤其在郑州
大力发展东区的 10 年来，更加
衬托出西区的没落。虽然郑州
三环内的西区由于近些年的持
续发力，价值洼地已渐渐填平，
但三环外以西的大部分区域在
大多数老郑州人心目中还是等
于出了市区的荒凉地段，而这
部分区域就是未来规划的郑上
新区所含区域。没有知名的商
场酒店，没有知名的学校和医
疗机构。直到 2009 年前后，这
块价值洼地才渐渐被地产商接
受并挖掘。

“全力打造中原地区规模最
大、品位最高的国际化新型宜居
职教城，建成河南省职业教育发
展核心区和省部共建职业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定
位，犹如吹响了上街区跃步腾飞
的集结号，目标明确，鼓舞人
心。作为郑州都市区建设的组
团之一，同样也是河南西部工业
带的咽喉重地，上街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

为了更高效地发挥组团的
作用，上街区为宜居职教城进行
了更为详细的规划。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人口
规模要达到：学生 5 万~6 万人，
居民 12 万人，职教城板块人口
共计 17 万~18 万人。加上上街
区现状 12 万人，2020 年上街区
城市总人口按照 29 万~30 万人
控制。

这样的人口规模，意味着
上街区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
大跨步的飞跃，也为各行业发
展带来了机遇和潜力，目前在
人居发展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
表现。

从宜居健康城、宜居职教
城选址郑西，到《中原经济区郑
州都市区建设纲要》提出将荥
阳、上街纳入中心城区统一规
划建设，再到“郑上新区”从市
场呼吁上升为政府策略……步
入全新建设阶段的大郑州，不
断将城市发展指针瞄准郑西，
将规划的指挥棒指向郑西，郑
州西部的价值，需要人们再次
郑重审视。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
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
一方社会风土人情。上街区地
处豫东平原与豫西丘陵的相交
地带，南高北低，山区、丘陵地
约占全区面积的三分之二。历
史上的上街先后为成皋、荥阳、
汜水等郡县所辖。

上街区西靠虎牢雄关，北依
黄河天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
上街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被
称之为“三秦咽喉”。陈胜吴广
伐秦、刘邦项羽相争、李自成起
义、皮定均豫西支队抗日等无不
在此留下踪迹。扁鹊救太子、刘
邦斩白蛇、曹操屠佰奢、刘秀马

刨泉等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58年因中国长城铝业公

司的兴建，经河南省人民委员会
批准成立上街区，归郑州市管辖。

随着铝厂的建设全国各地
迁入人口大增，逐建成区。也
正因为工业重镇的缘故，上街
区当地居民的工资水平长期都

高于郑州市区工资水平。
从原居的老户到新入的居

民都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习俗，这些习俗在相互渗透
形成新文化元素的同时，又各
自保留延续传承着自身的特
色，也造就了上街独特的包容
性文化特质。

历史悠久 工业重镇

说起“母亲河”，中国人都
会想起那波涛汹涌的黄河。可
在很多上街人的记忆中，位于
上街西边的汜水河虽然不显山
不露水，水流不大，水面也不
宽，也比不上黄河长江的汹涌
壮观，但也是水中鱼虾畅游，岸
上绿树成荫，两岸鸟语花香。
河边不远处还有一个名叫“竹
竿川”的大片竹林，置身其中，
如同到了南国水乡一般，毕竟
大片的竹林，在北方地区，也是
难得一见的绝佳景致。

“汜水”历史上是兵家必争
之地，现今还保留着许多历史的
遗迹和动人的故事。明清时期
的老房子、旧街巷，都给人留下
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汜水河也
是一条景观河。清朝杭州人朱
鼎在汜水县为官，十年未回杭
州，春天游汜水河，看到桃红柳

绿的美景勾起了思乡之情，竟把
汜水比苏杭。在《汜滨夹堤桃柳
绝似圣湖一曲因赋》中写道，“昔
年曾向武林还，桃柳千行水一
湾。纵使如啼旋似舞，可能入画
有孤山”。“携节到此足开颜，烟
雨氤氲滴翠鬟。一别苏堤十余
载，却是凝身在画图间”。

近年来，随着汜水河的治
理工程，“汜水”已经成为上街一
张崭新的名片。利用果林、鱼
塘、河流和乡村具有的土元素挖
掘汜河农庄的特色文化，利用其
自然资源，挖掘和开发度假养生
产品。上街区还计划利用汜水
河的天然河道，形成万亩水域，
开发滑水、水上摩托、游艇等项
目，打造郑州西部水城。同时，
借助现有上街飞机场等资源，建
设双人动力伞基地、航空运动爱
好者俱乐部等。

汜水河畔 桃红柳绿

上水：山水资源烘托的生活宜居地

从宜居的角度解读上街区，这里有山有水，就宜居所必需的“环境优美”这一基础条件而言，相对于其他区域，其自然优势显著

上街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