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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发展桥头堡，优势资本力量汇聚

站在趋势的风口
筑就最具活力的都市区
这两年，南龙湖站在了趋势的风口。特别是在大郑州去中心化态势的演绎下，其已具备了城市新
区的雏形，成为最具活力的都市区，在郑州南部地区的发展角力中，优势明显。
郑州晚报记者 李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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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你向东去郑东新
区，会发现 CBD 的高楼很多窗
户都没有安装玻璃，因为那时郑
东 CBD 还被郑州人认为是早上
起大雾伸手不见五指的郊区，晚
上想要去市区，需要打电话叫出
租。8 年前，向西去须水，还只
是为了放鞭炮或者吃须水猪蹄
叫花鸡。6 年前，你向北去柳
林，便已经觉得到了郑州都市的
边缘，看着路边的城中村，望着
水泥色的建筑，已经觉得与都市
没有什么联系。

近两年，向南去南龙湖，无
论沿着文昌路、鸿鹄路还是双湖
大道，路两边都已经是一片繁荣
的景象，这里已经是郑州发展最
新的方向。

从郑州的规划图上看，郑州
的“野心”是非常大的。东有郑
汴融合，西有中原新区核心区，
北有新乡“将黄河变为内河”的
橄榄枝，南有龙湖、港区组团之
商贸优势。中州大道、中原大道

一纵一横两条城市主干道沿线
城市设计编制基本完成，“米”字
形高铁建设如火如荼。

大跨步的扩张，同样引来了
不同的声音。2014 年 7 月住建
部和国土部共同确定了全国 14
个城市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试点工作。2015年6月，国土资
源部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助理
张晓玲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包
括北京、上海、广州、郑州等在内
的 14 个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工
作将于今年完成，开发边界将作
为城市发展的刚性约定，限制城
市发展规模，不得无序盲目扩
张。

然而，郑州市目前的开发空
间实际上非常有限。城市北部
黄河的制约，东面随着郑东新区
的成熟和白沙组团的崛起，已是
密密麻麻的规划用地，城市西
面，郑上新区、常西湖新区规划
的出台，也已成为投资者争先恐
后的乐土。

但郑州向南，东西宽 30 多
公里的跨度，其发展的空间远
非其他区域可比。而作为南
部发展桥头堡的南龙湖，不仅
承载了郑州未来的发展格局，
也为郑州都市区下一步城市
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足够的
发展想象。

综观郑州南部地区，自东向
西，依次排列航空港区、南龙湖
地区、二七新城。在这其中，南
龙湖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不仅
紧邻东部的航空港区，享受未来
的郑州自贸区红利；也紧邻管城
区，与大郑州的融合是一步之
遥。加之近几年，南龙湖地区建
设发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的
设想，“双融入、双承接”的发展
优势，更强化了龙湖的价值未
来。在大郑州去中心化态势的
演绎下，其已具备了城市新区的
雏形，成为最具活力的都市区，
在郑州南部地区的发展角力中，
优势明显。

在国务院《中原经济区规划
（2012~2020）》和《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支持
下，郑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被
推动成为郑州市经济发展的新
板块和中原经济区的龙头。而
在这一年（2012 年）4 月 9 日上
午，郑州华南城项目签约仪式在
郑州举行，连接航空港区和郑州
市的物流仓储、集散郑州现代商
贸物流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南
龙湖的肩上。

一方面，南龙湖按照规划
建设五横六纵交通网，并承接
紫荆山南路、地铁 2 号线的南
延，翻修 107 国道，力保郑新快
速路通畅，保障郑州到航空港

区大动脉。
另一方面，借力 2013 年

郑州发布的《2013 年中心
城区市场外迁工作方案》，
规划将南龙湖华南城作为

中心城区市场外迁的
主要承接地和大型

商贸物流园区。

除华南城商贸物流园区规
划总占地面积 1.5 万亩，总投资
650 亿元，建成后将成为中部地
区最具规模效应的现代综合商
贸物流城之外，郑州市还在南龙
湖镇规划 1.5 万亩，打造建材市
场集聚区，作为建材批发市场外
迁的主要承接地，成为全国最大
的建材市场集聚区；在二七区南
四环以南、绕城高速公路辅道以
北，规划用地 6400 亩，由北京金
源百荣集团投资 200 亿元，打造
郑州 CSD 国际时尚商贸中心。
同时，在该区域布局义乌国际小
商品城等小商品和鞋帽类批发
市场，打造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小
商品集散地。

为郑州市中心城区市场外
迁而规划十大市场，三个都投向
南方，之前南龙湖区域政策给人
以举棋不定的感觉被一扫而光，
一时间资本集中前往南龙湖，南
龙湖的房地产市场也于这个时
期进入集中开发阶段。一时间
南龙湖人潮涌动，高楼迭起。

截至目前，有统计数据显
示，南龙湖华南城项目已完成
投资逾 100 亿元，项目总开工建
设面积 400 万平方米，在建面积
200 万平方米，已建成并具备使
用条件面积达 200 万平方米，投
入营业的物业面积约 100 万平
方米。开业商铺 9000 余家，入
驻小微网商 100 余家，大学生电
商项目创业团队 15 支。

而政府指定的建材专业市
场外迁承接地的华商汇，拥有
1.5 万亩的建材家居产业集聚
区，2015年开建面积110万平方
米，建成面积 50 万平方米，将承
接商户千余家。

作为连接郑州与航空港区
的商贸物流中心，南龙湖商贸
区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仓储物
流平台，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仓
储物流体系，准备给入
驻这里的商户提供更
高效、快捷、廉价的服
务平台，保障商贸物流
顺利通畅。

南面正红，最具活力的都市区

强势资本力量汇聚
领航城市化发展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考察了郑州市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服务（E 贸易）试点项目运营情
况，勉励E贸易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
进。而这里离南龙湖，只不过咫尺之遥。

曾几何时，在郑州东移、北扩、西进发
展的如火如荼时，郑州的南面默默无闻。
但现在，无论是作为郑州的“后花园”，还
是“果园子”，抑或是郑州的“大货仓”“大
公寓”，南龙湖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甚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南龙湖多块大面积水域，无论是开发
商开发还是政府组织开发，均已形成一定
规模的旅游休闲产业，周末去龙湖钓鱼已
经不像前几年是在龙湖购买改善房者的专
利，随着地铁 2 号线南延线的建成，更多渔
友可以乘坐方便的交通工具来到南龙湖度
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郑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中明确指出“因地制宜发展园地……
2005 年郑州市园地面积为 17137.03 公顷，
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的改
善，未来对果品的需求量呈上升趋势，2010
年和2020年园地面积将分别为17737.03公
顷和 18437.03 公顷”，其中规划新郑地区
4080.80 公顷为“建立和发展高效优质特新
果园的重点区域”。

目前，龙湖镇地区已经形成了从春季
的草莓采摘节，夏季的葡萄采摘节，秋季的
杏子采摘节一整套水果采摘
休闲活动，并为市区提供大量
就近新鲜水果，为
市民所喜爱。

而 在 南 龙 湖 ，
正在建设并将在明
年迎来新的房地产
项目的集中交房热
潮，无论商品住宅
还是商业用房，都
竞争激烈，越来越
多的资本瞄准这一
片土地。

随着郑州到南
龙 湖 的 交 通 线 彻
底打通，南龙湖将
毫 无 疑 问 地 占 据
郑 州 各 区 域 发 展
的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