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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规划，若不能很好地落实，
就成为‘用手画画，墙上挂挂’。”市城
乡规划局局长杨东方在介绍“三规划
一设计”出炉的背景和意义时表示，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为了将这些
规划编制成果落实为实际建设的效

果，决定将这 4 项规划提交人大常委会
进行审议。

杨东方解释说，作为非法定规划成
果缺乏实施的刚性，在提交市人大进行
审议后，将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对
社会公布，将更具有法律权威性，从而增

强其实施的效力。
“这将对实现‘规划一张图绘到底’

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杨东方说，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规划
立法工作”，“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
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这次

对“三规划一设计”提交市人大常委会
进行审议，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坚持
规划引领郑州都市区可持续发展的
指 导 思 想 ，为 维 护 城 乡 规 划 的 严 肃
性、为增强市民的城乡规划意识将起
促进作用。

将郑州都市区打造成田园都市、畅通都市、宜业都市、宜居都市、魅力都市、创新都市等“六个都市”，2030年形成1300万人的大都市；打造“一网、
四港、六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布局；用足用够丹江水、循环利用黄河水，打造“全域水系、循环水系”……我们未来的“家”啥模样？《郑州都市区总体规
划（2012~2030年）》、《郑州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2012~2030年）》、《郑州都市区生态水系全面提升工程规划》、《郑州市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
计》等（以下简称“三规划一设计”）给出了答案。
昨日上午，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备受关注的“三规划一设计”编制成果情况的报告。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规划期限为 2012~2030 年，近期
至 2015 年。规划范围为郑州市行政
辖区，总面积7446.2平方公里。

未来的郑州都市区的发展目标
是啥？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国际航
空大都市、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构建成为田

园都市、畅通都市 、宜业都市、宜居
都市、魅力都市、创新都市。

在具体人口规模方面，规划提
出，至 2030 年，都市区常住人口规模
控制在1500万人以内；至2015年，常
住人口规模控制在950万人以内。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至 2030 年，
都市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600 平
方公里以内。

需要关注的是，未来郑州都市区
发展的空间形态是“一带两翼两
轴”。一带，即沿黄文化旅游生态产
业带。两翼，即西南山地丘陵生态旅
游区与东南平原现代农业示范区。
两轴，即沿连霍高速公路、陇海铁路
等交通干线形成的东西向发展轴；沿
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等交通干
线形成的南北向发展轴。

随着该规划的实施，未来的郑州将会
实现“全域水系、循环水系”，以“用足用够
丹江水、循环利用黄河水、综合治理洪涝
水、有效利用云层水、治污达标用中水、合
理开发地下水、城乡统筹节约水、科学调度
统管水”为工作重点，努力在水通、水清、水
美、水循环和水生态建设中实现新提升。

规划主要突出城市防洪、水源地建设、
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景观构建四大重点，主
要工程内容包括：

水源工程，按循环理念开辟新的生态
水系水源；

截污工程，要加强截污治理和水环境保护；
水生态水景观提升工程，对河道进行

水面扩展、对河湖护岸进行生态修复、在适
当河段进行滨水景观和节点景观建设等；

河湖治理与水系贯通工程，将现有水
系以及未来新规划的河流、湖泊、区域水系
进行连通，以实现整个水系的动态循环。

■声音 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规划将具有法律效力

■出行方式——
《郑州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

打造“一网、四港、六中心”
综合交通枢纽布局

配合各组团的快速成长和崛
起，交通成为郑州都市区的血脉。
“一网、四港、六中心”综合交通枢

纽布局，被适时提了出来。
规划提出，将通过规划建设

综合交通体系，形成以航空空域、
开辟新客货运航线、通用航空发
展等航空航线主体网络为基础，

以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出海港
等“四港”以及郑州铁路编组站、郑
州国际陆港（国家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航空港空铁货邮联运平台
等“三大货运多式联运中心”和
郑州站、郑州东站、机场换乘中
心（GTC）与郑州南站的多式联运
中心等“三大客运多式联运中心”

为支撑的“一网、四港、六中心”综合
交通枢纽布局，最终构建国际化、现

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城市。

■生活环境——
《郑州都市区生态水系全面提升工程规划》

打造“全域水系、循环水系”

■“装修方案”——《郑州市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

打造“华夏故里、中原枢纽、黄河绿都”

A04

郑州都市区这个“大房间”
已经有了，如何将这个“家”装
扮得更美丽？

我市出台“装修方案”提
出了“华夏故里、中原枢纽、黄
河绿都”的发展战略定位，从
中原经济区、郑州市域、都市
核心区等层面上，制定“一脉

贯通，双心凝核，三轴为枢，四
环聚城”的总体城市空间发展
框架，并对郑州中心城区的中
心、轴线、节点、廊道、绿道、游
憩、文脉、风貌、活动空间等进
行整体性安排，构建适度超
前、富有弹性的总体城市设计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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