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东新区12年——新型城镇化的中国样本

“人是城市的核心”，城市
的主体始终应该是人。

为书写出大写而立体的“人”，
近年来，郑东新区积极推进“三级
三类”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着力打
造5-10-15分钟三个层次便民服

务圈。全区共规划区级便民服务
中心33个，其中，建成区14个，在
建区域预留19个。建成后，将基
本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
街道、难事不出区”的目标。

目前，东区共有城市社区

48 个（包括村改居社区 21 个），
创建星级社区 22 个，社区用房
面积达2万平方米，社区信息化
共享平台建成投用，阿卡迪亚
社区、正弘山社区先后被民政
部评为国家级和谐社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新区的建设管理，用创新促进步、以创新增动力。

郑东新区城市管理之所以
能够顺风顺水，首先得益于和
谐拆迁打下的坚实、稳固根基。

郑东新区把棚户区改造作
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
目前，京港澳高速以西 25 个行
政村 54 个自然村改造全部完
成，建设5个安置区450万平方
米，共有6万回迁群众搬入配套
完善的城市新居。龙湖、白沙
区域 13 个新型社区正在建设，
建筑总面积 1155 万平方米，累
计开工 671 万平方米，2015 年

年底前可竣工 240 万平方米。
同时，同步推进农村改社区、村
委改居委、农民改市民、村民改
股民等“四改”工作，加速破解
城乡二元壁垒。

如此繁重的动迁、安置，没
有发生一起与拆迁问题有关的
重大纠纷事件，这，堪称奇迹。

“奇迹”的缔造，不是偶然
和幸运。为保证拆迁的有序推
进，工作人员大量学习外地先
进经验；高标准制定政策，并确
保执行，实施拆迁目标责任制，

主要领导分包拆迁村，深入一
线；恪守权力边界，坚持阳光拆
迁、和谐拆迁、人性化拆迁、文明
拆迁，接受群众监督；以人为本，
妥善安置过渡群众，探索和逐步
解决征地农民的社保、就业、养
老等问题；抓好安置小区配套服
务设施建设，完善服务功能，为
回迁群众生活提供便利。

郑东新区在征地拆迁实践
中形成的“阳光、和谐”拆迁工
作办法，为郑州市其他地区推
进城镇化提供了经验。

和谐社区，还是国家级的

“大社会”做好综合治理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对新区
而言，创新社区管理，是对“小
社会”的维护，在“小社会”之
外，新区更要做好整体“大社

会”的综合治理。
同时，郑东新区积极推动

社会管理创新。建立依靠群众
推进工作落实的网格化管理机
制，实行动态化网格管理，推动

管理力量下沉，把服务带到群
众身边、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切
实解决“看得见的管不了”“管
得了的看不见”的难题，实现了
小网格、大成效的管理目标。

“人是城市的核心，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终极服务对象。新区硬件建成后，软件也要拉高标
杆，实现高水平的服务和管理。”这是2009年6月18日，当初郑东新区规划建设的决策者、时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考察郑东新区时提出的新要求。“实现高水平
的服务和管理”，应该也必须成为新区之“新”的要义之一。郑东新区多年建设、发展成就的取
得，得益于高起点的规划、高品位的设计、高质量的建设，也得益于和谐拆迁打下的坚实根基，
得益于精细化管理的一以贯之，对创新管理的不懈追求。

文化事业
实现中原崛起是一个经

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
的目标，不仅要求经济发展水
平上一个大的台阶，而且要求
文化事业有显著的进步，二者
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龙门石窟是世界雕塑艺
术宝库中的极品啊，我们要切
实履行起保护的责任。

二里头遗址是河南的名
牌，是中国的名牌，要充分利
用这个名牌，来提高河南乃至
中国的知名度。

——李克强

2011年郑州晚报关注样本力量

郑东新区一个社区内美景如画 汤夏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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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三个便民服务圈
小事大事难事，不出区就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