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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先行 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

2013 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
出，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并将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列为城镇化
的首要任务。

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我市
坚持“三位一体”城乡统筹发展理念，加
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三位一体”包涵一个
主体两个载体，一个主体指以中心城市

（郑州中心城区和各县城组团城区）为主
体，加快中心城市现代化，充分发挥其在
统筹城乡、以城带乡中的辐射带动作用。
两个载体，一是依托县城和镇区，依托原
有产业布局和产业基础，规划建设产业集
聚区和专业园区，将其打造成为农民就近
就业和自主创业的载体、向沿海发达地区
和城市产业转移的载体、城市生产要素向
农村流动的载体；二是把各类新型社区打
造成为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载体。

“三位一体”就是将中心城市、产业集
聚区、新型农村社区统筹规划、统筹布局、
统筹建设，综合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
作用、县域城镇和产业集聚区的承接承载
作用、新型社区的战略基点作用，以就业为
带动，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统筹解决
好进城务工人员有序市民化转移和农民就
地就近城镇化转换两大核心问题，从而实
现全市农民的居住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
城市化、就业结构城市化和消费方式城市
化，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交通为先导 构筑紧凑型都市圈

郑州都市区联系有多紧密，从交通上最
能说明问题。记者驱车赴新密，沿郑登快速
通道，不到20分钟便抵达新密市域。“郑登快
速通道、大学南路直通新密，加上原有的郑
少、郑尧高速，四条快速通道都可以在20分
钟以内直达。”新密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完善
的路网为当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
原动力，当前该市正在谋划建设以苟堂为中
心的岐伯文化旅游产业区，以刘寨、曲梁为
中心的黄帝文化旅游产业区，以伏羲山（尖
山）为中心的羲皇文化旅游产业区，力争成
为郑州市民心仪的休闲度假地。

交通路网也是提升城镇载体功能、促
进产业集聚发展、改善群众生活环境的重
要民生工程。以中原区常西湖新区建设
为例，正是以完善路网结构为切入点。根
据规划，常西湖新区内将建设“五纵四横”
大交通网络，新建的五纵四横9条道路，分
别为洛水路、健民路、市民大道、晨星路、
兴国路、站前大道、图强路、乐山路、雪松
路，总长度 22.6 公里。完善的路网结构，
加快了常西湖新区城市发展空间布局。

为实现“域外枢纽、域内畅通”的交通
路网体系建设目标，我市坚持“规划先行、
交通先导”的发展战略，依据综合交通规
划和承载的人口流量进行产业、人口和公
共设施空间布局，以交通路网带动各项基
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在空间上将中心城
区、县城组团、镇区和产业集聚区、新型社
区融为一体，带动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
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三年来，我市畅通郑州工程取得重大
突破，“两环三十一放射”“大井字+环线”快
速路网体系加快形成，地铁1号线运营，10
条市域快速通道建成通车，266条支路打通
工程竣工128条，16座绕城高速互通立交
建成10座，新改建县域路网1476公里，全
域通达、廊道配套的路网框架基本形成。

棚户区改造 群众共享宜居新家园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一路高歌猛进，大

部分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然而由
于历史遗留等原因，也带来新的居住条件
不均等问题，其中棚户区的存在就是一项
集中体现。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
市依据国家政策，把棚户区改造、城中村
改造、城郊村合村并城和贫困山区、黄河
滩区、煤矿塌陷区、干线公路两侧 1 公里
区域村庄改造一并纳入大棚户区改造，构
筑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载体。

“家里住的是别墅，烧饭用天然气，院
里还有游园和健身设施。”在新密祥和桧
树亭社区，退休老教师杨文亭说，他 2013
年搬进安置社区，虽然地处偏远乡村，但
社区所有设施和服务都不输城里。

新密市新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密
的新型农村社区超前规划，因地制宜，在
安置房设计上充分尊重居民意愿，幼儿
园、超市、公共餐厅、垃圾回收、污水处理、
游园绿地等都是标配，让农民不仅住得
好，而且生活得更好。

农民上楼，就业如何解决？新郑孟庄
镇鸡王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村里土地流
转后，引来东鑫钢构、华南城等项目入驻，
为村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村民李
金亮告诉记者，现在有就业意愿的村民都
能找到工作。而在祥和桧树亭社区这样
远离城镇的地方，遍地开花的农民创业园
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充分就业。

三年来，我市 1994 个行政村有 1033

个村、210 万农民参与“四类社区”建设，
启动安置房建设面积 2 亿平方米，竣工
4511万平方米，已有80万农民实现回迁，
配建学校352所、文化卫生设施583处、市
政道路644条，确保了一大批水电气暖等
公共设施项目落地建设。

生态廊道 全域编织绿色景观网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公报
中有这样一句话：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
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我市持续推进的生态廊道建设
中，这种愿景已在逐步变成现实。2012
年我市提出“有道路建设就有生态廊道”
的总体要求，规划双向 8 车道、6 车道、4
车道、2 车道的道路两侧各建设 50 米、30
米、20 米、10 米的林业生态廊道，着力体
现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健身功能、休闲
功能、旅游功能、文化功能、科技功能和
示范功能。

按照规划，三环、四环和三四环之间
的31条放射道路都有生态廊道相伴。“走
进生态廊道，就知道郑州‘绿城’的美称名
副其实。”资深骑友许鹏说。

在生态廊道的推进过程中，各县市区
因地制宜，依托既有路网系统提升景观效
果。新郑围绕南水北调干渠绿化、铁路沿
线生态廊道和高速公路出入市口综合整
治等，至今已完成生态廊道建设40条，绿
化面积达 4707 万平方米。新密坚持“林
随路走、路林相随”的绿化理念，累计实施
廊道64条，绿化面积3047万平方米，同时
建设 12 个森林公园和森林体验园，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42.15%。

“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
保留给城市居民。”截至目前，我市“两环
三十一放射”生态廊道建设共完成拆迁面
积 1849 万平方米，建成绿化道路 21 条

（段），总长度 260 公里，绿化面积累计完
成2213万平方米。郑州市区四环以外部
分及10条快速通道完成生态廊道建设约
694公里，绿化面积3214万平方米。三年
累计完成生态林营造 45 万亩，市区新增
绿地面积 3450 万平方米，生态水系加快
建设，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2012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四个河
南”、推进“两项建设”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省委对郑州的“三大一中”战略定位，紧紧围绕市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建设郑州都市区的目标任务，谋划实施了以航
空港实验区为统揽、以“三大主体”工作为主导的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调研时要求，郑州的E贸易要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国际陆港要“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

省委书记郭庚茂指出，郑州要承担“双重”责任，一方面要承担自身发展的重任，这直接关系到郑州老百姓的福祉；另一方面还要担负起服务区域发展的责
任，即实施“三大一中”战略，通过自身的发展、服务功能的完善，带动全省的发展、服务全省的发展，甚至服务更大区域的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要求，郑州不仅仅是郑州人的郑州，而是全省的郑州，郑州的城市形象代表着河南的整体形象，河南在全国地位的提升首先要靠
郑州地位的提升来带动，郑州要担当起领头雁和尖兵先锋的角色，践行“四个率先”，担当省会责任。

省委、省政府对郑州寄予厚望，近期出台的《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建设郑州现代化国际商都，打造有影响力的高
端核心城市，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希望通过郑州的发展，抢占制高点，带动河南走向国际化、加快现代化。

三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团结拼搏、创新进取，开创了郑州都市区大刀阔斧、势如破竹的建设新局
面，使郑州步入了跨越发展、转型发展的快车道。

为系统梳理全市上下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探索实践和成效，进一步深化对郑州都市区建设决策部署的科学性、正确性和有效性的认识，
进一步坚定加快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准确把握郑州都市区建设的方法路径和经验做法，为今后的发展厘清方向、坚定目标、提供指导，
郑州报业集团旗下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中原手机报和新媒体矩阵，联合郑州电台、郑州电视台等媒体，同步推出“加速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 为

‘中原更出彩’点赞”——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大型报道，今日刊发——

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大型报道之城乡基础篇

“三位一体”促和谐 城乡发展谱华章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一战略部署为郑州加
快推进现代化进程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即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城乡发展一体化。
我市坚持“一个主体两个载体”的“三位一体”城乡统筹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新型
城镇化。按照“政府主导、规划先行、政策引领、群众自愿、产城融合、就业为本”
的原则，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交通道路、生态廊道、大棚户区改造、中心
城区功能提升、县域组团开发等为带动，使全市步入了以集约集聚内涵式发展为
特征、提速提质发展的新阶段。
三年来，全市各类城区包括县城组团新增建成区面积约111平方公里，城镇化率
由2011年的64.8%提高到68%左右。全市1994个行政村有1033个村、210
万农民参与“四类社区”建设，“一个主体四个权益”、农村“三改”、公共服务覆盖
常住人口制度创新等措施，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了城市化公共服务、实现了城镇
化转换。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聂春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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