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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要抓好六大着力点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谷建全：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关键
在于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要抓好六
大着力点：

一是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
高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能力、辐
射带动能力、交通通达能力、信息交流能
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挖掘郑州市“居
中”的区位优势，全面建设国际性现代化综
合立体交通枢纽。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全面提升郑州市科技创新能力。
四是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强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加快建设国
家向西开放的节点城市。五是加快构筑产
业新体系，夯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产业
基础。六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打造国家
中心城市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天蓝、地绿、
水清、河美”的生态郑州。

“货通全球、物流世界”
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
士刘荣增：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首先
要重点做好航空港区建设，要让郑州更好
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发挥“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城市的作用；为河南和中原城市
群提供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动力源。

其次，郑州最大的优势是位居国家
之中部，未来郑州将成为中国普通铁路
和高速铁路网中唯一的“双十字”中心，
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半小
时经济圈”、中原经济区“1小时经济圈”
和全国“3 小时经济圈”。未来，郑州不
仅要持续提升陆路枢纽优势，还要继续
提高航空枢纽重要地位，实现“货通全
球、物流世界”，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十三五”时期，郑州还要持续做好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壮大产业规
模，提升产业层次。

坚持依法治市
推进社会治理协同创新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社会治理协
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德尚：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面临机遇和挑战，需要推
进社会治理协同创新，要以治理问题为

导向、以民生保障为基础、以能力建设为
重点、以合作共治为手段、以体制创新为
标志；依托创新驱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合
作共治的系统模式，形成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格局。

坚持依法治市必须坚持依法治理，
要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把合理
性、正当性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作
为问题导向，判断作为，解决问题的价值
标准。要用法治理念，夯实公民和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制基础，为创新
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走出郑州特色的
中心城市建设道路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巡视员、研
究员、博士李政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郑州必须提高站位、更新理念、聚焦关键
环节、创新性谋划推进建设进程，需要准
确把握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经
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度切合国家对郑
州建设的新定位，着眼提升核心竞争力，
完善中心城市功能，发挥标杆引领作用，
带动城市群及周边发展，体现国家意志，
扩大国际影响。

同时，要坚持创新驱动，走郑州特色
的中心城市建设道路。要瞄准前沿领域，
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
发展的核心地位，积极培育发展高端智
能制造产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
代产业体系。要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
力，塑造符合国家中心城市要求并具有
鲜明特色的现代城市文明。

借力国家战略
科学定位扬长避短

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王建国：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要立足自身实际，借力国家战略，扬
长避短，发挥优势，引领全省发展，支撑
中部崛起，服务全国大局。

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要与国家战
略相呼应，郑州要站位中原经济区和中
原城市群全局，从产业上逐步实现与其
他城市的错位互补，实现链式发展。要
立足全省挖潜力、强动力、增活力。

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要与建设郑
州大都市区统筹规划。要借鉴国际大都

市区经验，和周边城市联动，优化郑州空
间功能。郑州要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
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加强传统文化传承
彰显中原文化魅力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张建华：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要
对优秀历史文化进行有效保护、传承，要
创新发展。

一方面，郑州要加强对优秀传统历史文
化的保护。重点做好历史文化史迹和现代工
业文明的保护。文化层面，郑州最大的优势
就是历史文化丰厚、文物古迹众多，保护好这
些文化“符号”，才能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提供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彰显中原文化魅力、塑造中原文
化特色、郑州特色的城市形象。在城市发展
中充分融入传统文化基因，让优秀历史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传播远，塑造体现文化特点、
时代特征和郑州特色的城市精神；形成自己
独有的城市文化、城市形象、城市品牌，提升
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软实力。

充分激活历史文化资源
对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

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
研究员、博士张贺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
战略远景，不仅仅是具有强大辐射带动能力
的经济中心城市，更应该是引领中原乃至全
国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文化中心城市。

建议充分激活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对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一是从市级层面
统一谋划、准确定位“四大重点文化片区”的
功能和推介。二是在业态选择中应充分考
虑现代人感受及消费体验，特别是对即将成
为社会的消费主流群体的90后、00后一代
年轻人，要关注他们的文化品位、消费理念
习惯。三是突出创新创意、引进共享创业、
共享办公理念。四是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政策支撑体系，大力支持创意企业发展。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构筑人才聚集平台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金荣洲：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离不开人才支撑。建
议郑州要完善引进人才政策。深入推进

“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建立海外人

才联络机制。完善扶持政策，优化生活
配套服务和创业就业环境，留住在郑大
学生，吸引外地大学生来郑发展。

郑州要构筑人才聚集平台，遵循人
才流动规律，更好发挥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等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使人才的
专长和自身需要紧密契合，为人才施展
才能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加大创新型人
才培养，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此外，要采取人才激励措施，建立柔
性引智机制，推进和保障创新型科技人
才的国际流动。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和世界华人共同精神家园

中共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副主任、
博士、副教授王四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中心是国家站位全局赋予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的六大功能定位之一，郑
州应加强文化遗产遗址保护利用，深度
挖掘商都文化、嵩山文化、黄帝文化、黄
河文化等资源，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和
世界华人共同精神家园。

在传承方面，建议打造根亲文化圣地；打
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基地；深入挖掘
并积极培育一批在国内外“叫得响”“拿出手”

“功夫硬”的高端文化艺术精品和文化艺术大
师、名家等。在创新方面，建议对已发现的华
夏历史文明遗产与资源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吸引高端人才来郑

黄河科技学院、中国（河南）创新发
展研究院博士张冰：建议郑州加快推进
全国重要科教中心建设，开展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比如合作办学，迅速提升
本地教育的国际化和先进性，吸引高端
人才就读并在本地就业创业。引进国内
外高水平大学和国家级科研院所设立分
支机构，在城市层面合作，可以加强科技
园区合作，集中建设一个创新试验区。

个性定位成就城市品牌形象。对郑
州来讲，要建设彰显人文特色的国际化
现代都市。比如将古代文化遗迹和近当
代工业遗产融入城市设计；加强大都市
标志景观节点设计：结合文化根基与创
新需求，建设地标型建筑和名片型公共
空间，打造极具魅力的城市客厅。
郑报融媒记者 王红

本报讯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应
该怎么办？9月 19日，郑州市社科联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大讨论专家座谈会在黄
河科技学院举行，来自省会不同领域的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8月 14日召开的市委十一届四次
全会，明确了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总体思路和战略定位，明晰了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重大任务、支撑性工程和基
础性工作，吹响了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号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个系
统工程、长远工程、需要全市各界共同
参与的工程。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们从
郑州在河南和全国格局中的地位，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良好条件、巨大潜
力，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标
准和模式，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全

局意义，以及所需要的政策倾斜和支持
等，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智力
支持。

围绕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所具有
的优势和短板，聚焦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十项重大任务和九大支撑性工
程，与会专家们深入探讨了如何强化郑
州的产业基础和综合经济实力，如何提
升郑州的基础设施档次和综合承载能

力，如何彰显郑州区位优势和城市特色，
如何依托综合枢纽地位发展好口岸经
济、枢纽经济，如何提高郑州的开放水平
和国际化水平，如何提高郑州高端要素
资源集聚能力，如何提升郑州的创新活
力和人文魅力，如何提升郑州的生态智
慧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等，为郑州下一
步发展建设扩思路、提建议。
郑报融媒记者 王红

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

彰显郑州区位优势和城市特色
提高国际化水平提升人文魅力

■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