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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
高级研究员、产业部处长马庆斌
认为，从黄河流域来看，以郑州
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可以作为
未来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创业平
台和增长极。在这个基础上，
把中部地区中原城市群的人
口、产业向郑州聚集。聚集之
后，以郑州为中心向外辐射，把

周边的卫星城市带动起来，形
成一个真正的郑州都市圈，从
而实现协同发展、良性发展。
他还建议，以郑州为中心的都
市圈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的角度，对整个产业经济的发
展进行高质量重固。“比如把一
些研发型产业、总部，以及面向
世界的销售环节、展示环节放

在郑州，把制造环节、加工环节
放到其他城市。这样既减少了
郑州人口和房价的压力，同时
又提升了郑州在价值链、产业
链中的水平。这样才能真正实
现既要中心城市发展起来，推
动经济增长，变成一个增长极，
同时也可保护其他片区的粮
食、生态等方面的安全。”

停车难已成当前许多城市管理
整治之“痛”，治这个城市“通病”该用
什么“药方”？北京通通易联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环宇表示，解决停车
难主要有两大思路，一是车位少，新
增更多车位加以解决；二是提高已有
车位充分利用率，这就需要提升全行
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营能力。

胡环宇说，当前，国内许多城市
正在做的是如何使路内车位智能
化。但由于路内车位所占的全市
范围车位资源太少，加之投资回报
周期过长、运营效率低下等原因，
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停车难问题。
“城市级的智慧停车不等于路内、
公建车场智慧化，90%的车位资源
没有实现城市级的智慧化管理。”

在胡环宇看来，智慧停车分为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路内、公建车场
智慧化，公建车场联网运行，也就是

当前国内许多城市正在着力做的；
第二阶段为社会车场规范管理，社
会车场联网运行，如杭州城市大脑
停车系统，推出了“便捷泊车·先离
场后付费”功能，可通过多个平台开
通、多个支付渠道付费，操作简单、
使用便捷，一次扫码就能实现“全城
通停”；第三阶段为车位共享、共享
停车，车位资源充分利用。

那么，一个城市车位到底够不
够，该如何建、在哪建？地区汽车
保有量、出行车数量和车位数量之
间有怎样的关系？违章停车与车
位数量、车位周转率之间有怎样的
关系？公共交通出行率和私车出
行率之间的关系？胡环宇认为，这
需要政府主推“联网运行”，实现全
要素城市智慧停车。

国际智慧城市峰会“智慧城管”分论坛在郑州举行
全省县级以上要全面建成智慧城管平台

解决停车难
要联网运行 智慧停车 车位共享

哪条道路占道经营？哪个路面积水严重？何处有停车
位？市民出行关注的问题，智慧城管都能给你答案。在2019
（第八届）国际智慧城市峰会暨智慧生态博览会“智慧城管”分
论坛上，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智慧城
管让城市运行更智慧、让市民生活更美好进行畅谈。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李丽君

当前，我省已实现数字城管平台
市、县全覆盖。数字城管和智慧城管
有何区别？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河南省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委
理事李宏伟进行了详解。他认为，数
字城管是通过城市管理各方面信息
的数字化虚拟再现传统城市，关注数
据资源的生产、积累和应用，通过信息
化手段实现城市运行与发展各方面
功能，而智慧城管更注重城市管理与
运行的自动、实时、全面透彻的感知，
更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及社会服务管
理，更关注社会各方参与的开放数据
建设与共享，更注重通过社会资源的
广泛发动来解决城市管理难题。

我省数字城管已取得明显成
效，但智慧城管建设做了哪些探
索，进展如何？李宏伟介绍，目前

我省正在加紧研究编制智慧城管
导则。智慧城管建设内容包括优
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体系、建立智
慧城管综合管理数据库、建设城市
运行管理“大脑”、打造“1+1+1+3+
X”应用架构。

李宏伟透露，该导则推进计划
定下三大目标。

近期目标：业务需求导向，建设
专项应用系统，试点先行，系统建设
地方标准和大数据建设地方标准。

中期目标：拓展智慧城管平
台功能，强化对城市管理相关部
门的监督和考核，末端管理转向
源头治理。

远期目标：县级以上全面建成
智慧城管平台，融入全省智慧城市
大系统。

我省智慧城管导则正在研究编制

推“联网运行”，实现全要素智慧停车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郑州论坛举行

把黄河郑州段打造成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

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时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
是重大国家战略。”昨日下午，作为2019国际智慧城市峰会的重要分论坛之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郑州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水利、生
态、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围绕黄河安澜示范、生态保护标杆、文化自信地标以及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建言献策。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董艳竹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 郑州将成为黄河沿线发展的战略支点
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磊
表示，黄河流域从“人进沙退”到
长治久安，从遗产保护到彰显文
化时代价值，从脱贫攻坚到全面
高质量发展，这一历程将是这一
时期向世界注入中国力量，输出

中国智慧，彰显中国高度的伟大
壮举。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
出发，支持各地区发挥比较优
势，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
统。郑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
郑州的先行作用、引领作用、带
动作用充分发挥，将成为黄河

沿线发展的战略支点，国家中
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引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为
国际“大河治理”“文化传播”
“创新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全
面回答“国家使命、黄河战略、
郑州作为”这一命题。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水
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博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田世民建
议，黄河郑州段可以按照“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标

准去打造。田世民说，郑州紧
邻黄河，近些年黄河防洪方面
与以前比有所缓解，但也不能
掉以轻心。生态保护是高质
量发展的前提，生态保护主要

是保护黄河的河道、流域。郑
州可以沿着黄河的河道水
系，打造高品位的生态经济
带和生态廊道，这里的空间
非常适合。

沿着黄河河道水系 打造高品位的生态经济带和生态廊道

水资源极度缺乏 建议郑州调节用水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

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主
任、研究员彭绪庶，从历史维
度分享了人类对大河自然规
律的认识，并对新时期“人
河”关系作出深入剖析。他

说，郑州是一个水资源极度
缺乏的城市，而郑州要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经济要发展，
人口要发展，土地要发展，这
些都要用水。他建议郑州调
节用水结构。“对农业、工业、

生活、生态用水结构进行调
整，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
实现水资源效益的提高。同
时，提高雨水、再生水等非常
规水的利用，这样才能更好
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以郑州为中心向外辐射 把周边卫星城市带动起来

无人机拍摄的黄河巩义段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