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2016年1月6日 星期三 统筹：孙友文 编辑：杨兴东 美编：宋笑娟 校对：明镜

城市的本质是让生活更
美好，让居民诗意栖居。而城
市生活的美好程度与这座城
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品质直
接相关。

道路畅通、城市整洁，是
批发市场搬出后，郑州居民最
直观的感受。在交通要塞中
州大道和航海东路交叉口，原
有的摩托城批发市场变成了
公交场站，多路公交车不再挤
占道路，居民乘车更方便、通
行更快捷。

在金水区农业路东三街
西南处，345 亩的郑州青少年
公园正在加紧施工，取代原来
的 300 余亩批发市场。据介
绍，这次通过外迁批发市场，
很多早已规划的公共设施得

以顺利落地，特别是社区公
园、公交场站、变电站、加油加
气站、环卫设施等。

“目前腾出的 2 万亩空地
将大部分用做绿地、道路建
设，围绕便民、宜居做文章。”
相关负责人强调，“道路是城
市的血脉。解决交通拥堵，不
仅要畅通城市的主动脉，更要
打通毛细血管。改变原来单
纯设计路宽等技术指标，让更
多的便民通道穿行城区，疏散
人流，为城市活血化瘀、疏经
活络。”

对于批发市场外迁，郑州
居民最为担心的是：会不会影
响自己的日常采购？纬三路
周边居民真就“不吃鱼”？田
跃平告诉记者，批发市场外迁

主要是“砍掉批发功能”，与老
百姓息息相关的农贸市场不
但不会搬，还要就地改造升
级。新农贸市场面积一般不
小于 600 平方米，同时配套设
有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场地
和内部仓库。

记者来到改造升级后的
经八路农贸市场看到，市场
宽敞明亮、布局整齐、分区经
营，活禽区全玻璃式封闭，水
产区隔离式宰杀，解决了旧
式 农 贸 市 场 卫 生 整 治 的 难
点。据了解，像经八路这样
升级改造或新建的标准化农
贸市场已达 40 余个，更多居
民可以享受干净整洁的买菜
环境，使城市生活更方便、更
舒心。

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于5日开始推出“治治城市
病”系列报道，第一篇就以《城市臃肿病，看看郑州咋疏通》为题，在15版
头题报道了郑州市以中心城区批发市场外迁为抓手，“通过局部治疗，带
动整个城市的健康发展”的做法。本报今日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以外迁批发市场为抓手，补齐公共设施，带动县域发展

城市臃肿病，看看郑州咋疏通
□人民日报记者 朱佩娴

“一说去批发市场，就不愿意接活儿。”一名在河南郑州开了15年出租车的老司机告诉记
者，“批发市场周边人多车堵，特别是节假日，三四公里的路，没有一个小时出不来。”作为
河南省省会城市，郑州市和其他大城市一样，患有“城市臃肿病”：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人
居环境恶化……
祛除城市病灶，郑州如何开处方？郑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治疗城市病，就像中医针
灸点穴，要先找准城市的痛点和穴位，对症下药布针，通过局部治疗，带动整个城市的健康
发展。”

“不分昼夜乱哄哄，出门到处
臭烘烘，买车没有停车位，在家犹
在市场中”，地处城区核心地段的
纬三路水产批发市场一直困扰着
周边居民。所幸的是，2015 年 5
月，经营 20 余年、占地 30 余亩的
水产批发市场启动外迁，周边居
民无不拍手称赞，一名居民甚至
说：“只要能搬走，宁可不吃鱼。”
2015 年 12 月中旬该市场实现彻
底外迁。

郑州市市场外迁办主任、市
场 发 展 局 局 长 田 跃 平 告 诉 记
者，作为传统的商贸城，由于近
10 年来城市框架的不断拉大和
城镇化进程的提质增速，郑州
批发市场从原来在城郊聚集变
为在中心城区盘踞，从原来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变
为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已经
成为交通堵点、脏乱差集合点
和居民痛点。

不仅是居民痛点，批发商也
多有怨言。一名在敦睦路服装批
发市场的商户告诉记者：“商铺寸
土寸金，租金年年看涨，但高价位
却没配套仓储，即使有，数量也有
限，都是公共仓库，一有险情，共
同遭殃。”进货商同样作难：“为了
车辆进出，没少浪费时间和金
钱。货进多了，拉不出去；进少

了，又不划算；雇人拉货或转运，
又增加成本。”

据介绍，城市建设的展开需
要依靠市场机制，但纯粹的市场
机制运作会出现“市场失灵”。
郑州批发市场即是如此，市场运
营主体从中获利，却将产生的交
通、卫生等问题推向社会。在这
种情况下，城市建设和发展就
需要公共部门的干预、规划和
管理。

为破解难题，郑州市决定外
迁批发市场，为城区发展留足
空间。在 2012~2015 三年间，共
外迁 177 家批发市场，为城区腾
空土地近 2 万亩。同时，在城区
外规划 54 平方公里的“一区两
翼”市场集聚区，承接外迁批发
市场。

郑州市市场外迁领导小组负
责人指出，外迁批发市场不仅能
够解决主城区内业态落后、人口
稠密、商居混杂、交通拥堵、市容
脏乱、火灾频发等问题，而且可以
实现对市场资源的重新整合，提
升整个批发市场的经营层次与服
务水平，使落后产业通过转型而
获得提升，使与城市发展不相符
的产业通过外迁而退出中心城
区，同时为郑州打造国际商都铺
石探路。

找准痛点：
批发市场成交通堵点、脏乱差集合点

“外迁批发市场的承接
地大多远离市区，规划在周
边的县或县级市。这样除了
可以缓解老城区压力，更能
为郑州周边县域经济发展提
供支撑，引导人口和就业向
县级市聚集，充分发挥郑州
市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郑州
市城乡规划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城市问题的日益严重使
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规划
不能仅就城市论城市，必须
从更大范围——区域发展的
角度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
与管理系教授叶裕民指出，根
据 2014 年数据显示，日本每
百万人拥有 5 个城市，而中国
每百万人仅有 0.5 个城市。因
此，城市数量不足是中国城市
病产生的第一原因。解决城
市病，不能单纯解决大城市问
题，更要从中小城市入手，解
放和激发中小城市的生产力

和创造力，改善县域城市居住
环境，从而缓解经济增长和
就业压力，从区域源头减少
进入大城市发展的人口，为
解决城市病提供区域性解决
方案。

按照规划，外迁批发市场
承接地建筑面积只要在 50 万
平方米以上，周边必须配套建
设住房、学校、医院等公共服
务设施，形成科学完善的经济
生活圈。作为外迁市场承接
地，郑州百荣世贸商城建筑面
积约 400 万平方米，占地 3000
余亩，投资近400亿元，在市场
配套方面，坚持一站式服务，
可以满足入驻商户子女教育、
医疗、文化、居住等多种诉求，
解决广大商户的后顾之忧。

相关负责人介绍，外迁后
的新批发市场可以形成固定
的产业带、产业集聚区，各个
市场主体之间在业态上相互
补充，在经营上相互交流，在

配套服务上相互提升，充分
发挥集群效应，促进商户良
性竞争。“在做外迁工作时，
政府一方面晓之以理，帮助
市场运营主体和商户分析目
前经济形势，告诉他们当下
的市场并非未来的市场，眼
前的获利不能保证长远的收
入，促使市场主体和商户自
主转型；另一方面以奖代补，
政府每年拿出一个亿用做市
场外迁引导资金。”

田跃平告诉记者，有些商
品的运输成本可以占到总成
本的一半，比如家具建材产
业。为了节约成本，这些高运
输成本产业的批发业务通常
可以带动其生产、加工产业的
发展和集聚，比如新郑市的建
材城和中牟县的汽车产业园，
从而留住和吸引大批农民在
此就业，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安
居乐业，促使县域经济得到可
持续发展。

疏经活络：
补齐公共设施，改造升级农贸市场

强身健体：
外迁引导人口和就业向县级市聚集

改造后的经八路农贸市场

郑州纬三路水产市场外迁承接地中部两岸水产果蔬物流园

之九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