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郑州晚报关注样本力量

我们知道她很美
我们知道她还会更美
地标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的灵魂。但对中原地标——郑东新区而言，城区建设方兴未艾，中长远规划尚在推动实施，
从硬件建设的角度看，这一地标已基本呈现；从软件管理的角度看，这一地标已基本成熟。

城 市 建 设 ，需 要 传 承 和
延续。新区的规划与建设，
也讲究整体的延续性。新时
期，郑东新区在推动实施中
长期规划时，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坚守，应被延续。

不再“摊大饼”，走组团发
展的新路径，是检验新区之

“新”的标准之一。
郑东新区目前共有五大功

能组团组成。其中，龙湖组团

是郑东新区的金融核心区；龙
子湖组团以高校为依托，重点
发展科技研发等产业；郑州东
站枢纽组团重点发展商贸、总
部经济、金融后台服务、电子
商务等业态；白沙组团定位于
行政服务区、公共文化服务示
范区、高端总部、商务基地；沿
黄都市农业组团重点发展以
休闲观光为特色的都市型现
代农业。

今后一段时期，郑东新区
深入推进发展转型、产业升级，
争取到 2020 年，初步建成国际
化的区域金融中心和国际化的
中央商务区，建立以高新技术
研发和服务为核心的科技创新
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以金融业
为主导的高端产业形态、以绿
色低碳智慧为特征的花园城市
形态、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为特
征的和谐社会形态。

蓬勃发展面临5大任务

郑东新区今后的主要任
务，有五个方面。

一是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
设，大力推进龙湖金融中心建设。

二是以楼宇经济特征的中
央商务区建设，引导国内外500
强总部、高端商贸、中介服务和

文化创意等项目合理布局，集
聚发展。

三是创新创业综合体建设。
重点推进信息安全、生物疫苗等9
个综合体和4个国家级平台为引
领的科技服务园区建设。

四是“三大主战场”建设，争

取到 2016 年底前实现“龙湖蓄
水、绿化到位、道路成网”。

五是公共配套服务的完
善，加快“三级三类”便民服务
中心建设，着力构建与“两个国
际化”相适应的教育、卫生、养
老等社会服务体系。

发展面前，时不我待；唯有超前谋划，才能步履从容。作为中原崛起的龙头，郑东新区的发展
前景，不仅关乎自己，对整个区域发展的示范、带动与引领不容低估。
和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国家级战略新区相比，郑东新区的中长期规划，尚不能获得同等优惠
政策的支撑。但是，同为需要肩负新使命的新区，和其他新区相比，郑东新区整体发展路径是
相似的，内在发展规律是相通的，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示范、带动与引领是类同的。

全民阅读

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
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社会。

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
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
体 ，就 我 个 人 的 经 历 来
说，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
一 种 享 受 ，让 我 终 身 受
益。在快速变革的时代
仍需一种内在的定力和
沉静的品格，阅读能使人
常思常新。

——李克强

虽然郑东新区的中长期规
划尚在推进实施中，虽然郑东
新区未来的发展注定要遇到各
样的困境与阻碍，但在栖居于
郑东新区的居民、扎根于此的
企业、规划的制定者看来，郑东

新区这片沸腾澎湃
的热土，始终洋溢
着无限美好。

2005年，市民张玉东不顾家
人反对，购房入住新区。如今在
他看来，现在的新区和老城区，
应有尽有，没有任何区别。

憧憬郑东新区美好未来的，
还有那些扎根于此的企业。在
前绿地集团中原房地产事业部
副总经理、现绿地集团武汉事业
部总经理助理林胜看来，随着建
成区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关产业
集聚效应也日益凸显，未来的东

区将是一个百姓宜居乐业的和
谐生活区，一个不同产业间相互
促进、共赢共荣的经济核心区。

在《郑东新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课题主持人李冰的看法，更有
前瞻性、更饱含深情。在他看
来：“郑州都市区是中原经济区
的龙头和核心，而郑东新区是
郑州都市区的核心区域，是核
心中的核心！”

未来的东区更美好

东区桥上看夕阳。 刘天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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