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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城市犹如一个生命体，需要以不断建

设与沉淀的方式“成长”。桥梁、河渠、道
路、建筑、绿廊、隧道，还有那些大数据、云
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看不
见”的科技赋能，都是让城市承载更多发展
梦想的“硬核支撑”。

城市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平台。
纵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世界级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国内先进城
市，无不具备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管
理模式以及蕴藉其中的现代人文气息，这
些禀赋，铸就了独特的城市魅力。

作为已获批建设的九大国家中心城市
之一，作为沿黄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郑州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也肩负着越来越重的历
史使命和战略任务。

城市发展，基础先行。把准时代大势、
发展趋势，郑州高质量推进城市建设，打好
基础能力建设牌，增强城市经济和人口承
载能力，正在走上一条引领现代产业培育
发展、适应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具有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城市发展路子。

筑牢“底子”，蓄积发展能量

郑州在“长壮”。6月 29日，四环高架
主线试通车，郑州迎来了“大四环”时代。

“高架通了，感觉心里一下子‘进了城’。”
住在郑州四环外的居民难掩那股子高兴
劲儿。

道路是城市的骨架，骨架的宽度决定
着城市发展的广度。

“年底3号线一期就要开通试运营了，
大伙儿都在全力保质保量完成进度。”地铁
3号线国基路站，装运工冯建辉在挥汗如
雨加紧赶工。

轨道交通延伸，拉大着城市格局和框
架。从西边的上街、荥阳到东边的郑东新
区绿博、白沙，从南边的开放高地航空港到
北边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
心示范区，地铁改变时空区位观、方便人们
出行，也在串起郑州的超级能量带。

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郑州”，地铁 3号
线一期、4号线计划今年底开通，加上已运
营的 1号线、2号线、城郊线、5号线、14号
线，年内总运营里程将达206公里。此外，
6号线、7号线、8号线、10号线、12号线和3
号线二期工程也在同时建设。

“公共交通网络密织是城市未来发展
的重要支撑力之一，郑州正在大跨步推进
地铁骨干线路的建设与运行。”郑州市交通
运输局公共交通处处长秦丽娟介绍，目前
郑州地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同
时每天路面奔跑的公交车辆超过6300台，
347条公交线路交错纵横，总长度达 4892
公里，连通中心城区各个角落。

地铁加速推进，“米”字形高铁基本成
型，郑州已经坐拥国家“高铁黄金十字枢
纽”地位。

“一城五站”时代也在来临！东方既
白，桩声又起。取意莲鹤方壶外观造型的
郑州南站是全国在建的空铁无缝衔接的最
大高铁站之一，各项工序有条不紊、紧张施
工，一派繁忙景象。

在郑州，坐高铁不只是“走四方”，而是
“通八方”。以郑州为中心，正在形成以
500公里为半径覆盖我国 3.5亿人，以 700
公里为半径覆盖我国7.2亿人的两个圆，而
这两个圆，都在两个小时的高铁交通圈内。

居中致远，在全国经济地理版图当中，
郑州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交通枢纽。坚定走
好“枢纽+开放”的路子，畅通高水平开放
通道，“郑州—卢森堡”双枢纽做大做强，郑
州机场获批第五航权、机场三期工程启动
建设，客货量保持中部“双第一”；中欧班列
（郑州）扩量提质、高频开行，已累计开行
3200多班；跨境电商开通专线包机，E贸易
辐射全球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空陆网海
“四条丝路”拓展延伸、功能融合，一个内通
外畅、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的国际综合交通
和物流枢纽正在形成。

放大枢纽优势，打造竞争优势，转化出
彩胜势。目前，郑州在加快构建以航空为
主的国际交通、以高铁为主的国内交通、以
轨道为主的大都市交通网络，提高枢纽通
达能力和集疏能力，形成更高层次、更具竞
争力的枢纽优势、物流优势、开放优势，把
“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城市大交通的“硬核支撑”，有效助推
郑州优化“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
联”城市功能布局，改变传统城市发展方
式，真正把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化、“三生”
融合的城市结构建起来。

城市交通仅仅是郑州市全力推进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为不断筑牢
“底子”、夯实基础，郑州市统筹推进交通、
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快供水、
供电、供气、供暖、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郑州共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441项，计划完成投资1077亿元。

“城市的‘成长’需要筑牢基础设施的‘底
子’，好比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决定了城市未
来能走多远和发展质量的高低。”省社科院城
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新涛坦言，经过多年
努力，郑州为城市发展储蓄了蓬勃能量。

“走心”作为，让城市更美好

家住纬二路附近的市民冯浩，这段时
间发现道路两旁多了蓝色的公共停车位。

“虽然只是停车泊位，但喷涂得很有质
感，有编号，有停车时间标注，最重要的是
这些车位专供市民夜间停放车辆，不收费，
急群众所急，很走心！”冯浩感慨道。

为进一步缓解停车难、规范停车秩序，
郑州市政府把在居民辖区周边设置 10万
个夜间限时停车泊位列为 2020年确定的
重要民生实事之一。

“首批已完成郑州市8个区(管委会)现
场勘察工作，共确定停车泊位约 2万个。”
郑州市停车场管理中心负责人田猛告诉记
者，泊位的设置考虑了许多“细节”，如蓝色
标线施划虚线边框，并添加夜间反光材料，
泊位内有白色字体标注准停时段——20
时至次日7时，与限时停车标志配合使用。

坚持人民至上，带着责任、带着感情，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
事、操心事，是郑州城市管理中不变的主题。

为民，是最动人的旋律。聚焦“一老一
小”问题，郑州做建筑密度的“减法”、公共
服务的“加法”，完善配套设施、健全服务，
织密民生保障网。

老旧小区里正咂摸出生活新滋味。“将
你一军！”每天下午，中原区桐柏路街道西
站东社区养老中心里，老人们下棋娱乐，玩
得不亦乐乎。而在康复理疗室，老年人随
着机器的颤动松弛筋骨、闭目养神。家门
口养老，乐享“品质晚年”。

如今，在郑州的各大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邻里中心一
应俱全，温馨整洁；氤氲着浓郁文化气息的
城市书房，已成为孩子们的学习乐园。

环境就是民生。坚持生态惠民，人们
在家门口拥有更多的“小确幸”。

路过纬二路旁的经纬广场，有市民发
现这里花草树木像是长了“腿”，自个“跑”
出了水泥台子，和路人亲近起来。“游园拆
墙透绿了，这下走在马路上就像是在逛公
园。”人们话里话外透着欣喜。

城市不仅是钢筋水泥铸就的生硬，还
有绿树红花装扮的生动。郑州市把绿色融
入城市血脉，各大公园陆续拆墙透绿，公园
与街区融为一体，美景与街景相映成趣，让
老百姓收获鸟语花香的惬意生活。

从民生需求出发，郑州还在打磨更多
细节、出台更多举措：今年400个城市游园
将开建，最小的游园占地仅1亩，百姓在家
门口可尽享绿色福利；建设市民活动中心
和 1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整居住区
分级规模，建立三级生活圈，形成十五分
钟、十分钟、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不断提
升生活便捷程度；运营城市书房，丰富市民
精神生活……

更好的城市定义更好的生活。今年，
郑州共实施公共服务与生态绿化设施建设
项目518个，计划完成投资934亿元。

以人为本促“城变”，在“匠心”建设、
“走心”作为中，郑州越来越有温度、越来越
有品质。

数字“赋能”，打造智慧之城

盛夏时节，郑东新区智慧岛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湖光潋滟、风光旖旎。

在一场名为“大数据的挑战与应用”专
题讲座上，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大数据
研究院院长王元卓博士侃侃而谈，带着大
家的思绪“飞”向未来。

龙子湖上腾“云”驾“数”。智慧岛依托
郑州 5G覆盖、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
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等智慧新基建优势，
以及华为、阿里等领军企业的集聚优势，汇
聚了集国家级算力、算据、算法于一体的人
工智能核心发展势能，着力打造中国的“数
字信息枢纽”。截至目前，智慧岛已聚集了
5家院士工作站、6个国家级工程实验室、5
个省级研发中心、12家大数据双创基地，
入驻大数据企业超 200家、私募投资基金
机构 160多家，吸引各类大数据人才 2100
余人。

智慧岛向东，位于白沙园区科学谷的
鲲鹏软件小镇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作为河
南“踏云腾飞”、筑梦“中原数字之巅”的载
体，到明年秋季，这里将建设成为省级软件
产业集聚区、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
区的重要承载区，4万名高科技创新人才、
20万常住人口和上千家高技术企业将在
这里安居乐业，形成极具魅力和创新活力
的“中原智谷”，演绎更精彩的“小镇故事”。

高端人才的聚集，折射出一座城市的
吸引力与竞争力。近几年，郑州持续提高
科技创新支撑能力，集聚发展新动能。着
眼于数字赋能、数字化转型，郑州今年实施
城市大脑、中国移动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
目164个，总投资1340亿元。

去年 9月 10日，阿里巴巴(河南)有限
公司、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及数字郑
州科技有限公司，同一天在郑东新区智慧
岛注册设立。郑州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战略

合作掀开了新的篇章。
“这么多年，郑州就缺一个数字‘基础

底座’。所有的部门数据通过这个‘基础底
座’来交换、共享，才能把整个智慧城市搭
建起来，不断衍生出新的应用场景，解决城
市发展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有效推动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郑州市
大数据管理局局长郭程明说。

10个多月时间里，郑州高位谋划“城
市大脑”建设总体规划，联手阿里巴巴团队
进行重点攻关，分阶段推进实施。

推动数字基建，集成“城市大脑”。依
托阿里“飞天云”技术架构，数字郑州“城市
大脑”项目一期已部署完成，建设了由600
台服务器构成的统一政务云平台，建成了
统一大数据计算平台、视觉计算平台、物联
网平台、区块链平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
等六大数字城市基础设施平台；二期构建
了全方位智能业务应用，涵盖政务服务、城
市管理、生态环境、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文
化旅游、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14个部门、
18个业务领域的智慧模块，预计今年9月底
初步完成。届时，停车先离场后交费、就医
先诊疗后付费等便民服务都将成为现实。

依托“城市大脑”项目建设，郑州正在升
级为一个会思考、有温度的“智慧生命体”。

一网通办、一次办成。借助“城市大
脑”一期建设成果，郑州市加速推进政务服
务改革，建设与特大城市相适应的政务服
务大数据平台，把办事服务大厅“装进”群
众的手机里。

提取公积金“刷脸”秒办，甚至孩子上小
学“动动手指”就能搞定……如今，郑州市民
已开启了“掌上办”“零跑腿”“扫脸办”的新
生活。通过数据互联共享、业务流程优化再
造，“郑好办”APP、市政务服务网上线运行的
政务服务、便民服务事项已达477项。

城市有“大脑”，治理更“智慧”。“新冠
肺炎疫情来袭之时，以‘城市大脑’一期项
目基础平台为支撑，开发上线了10余套数
字防疫系统，在全国率先打造了覆盖全市
交通、小区、企业和公共场所的立体化、数
字化疫情防控体系，形成了无遗漏、全覆
盖、科学便捷的疫情防控‘郑州模式’。”阿
里云“城市大脑”原首席架构师、数字郑州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亮自豪地说，“城市
大脑”在疫情防控中“牛刀小试”了一把。

更多曾经超乎想象的事情，都在成为
现实。一朵“云”驱动一座城，智慧“路口”
自动调节交通信号，街道上的窨井盖移位、
垃圾桶溢满、占道经营、垃圾堆放、公厕使
用等一系列城市管理问题，“城市大脑”都
能智能调度。

逐浪“新基建”，打造智慧城。郑州牵
手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新华三、大华、紫
光、浪潮、中国电子等行业领军企业，打造
“数字郑州”产业生态联盟，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向“中部数字
经济第一城”目标奋力迈进。

“天上的云在奔跑，路上的人在奔跑，
数据也在奔跑，整个城市都在奔跑。”王新
涛动情地说，郑州强化基础能力支撑，有形
的“硬件”构筑物理实体，无形的“软件”引
发“化学反应”，助推城市发展更有质量、更
可持续。

奋进新时代，郑州顺应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大势，筑牢“硬核支撑”，强壮发展筋
骨，让城市承载起更多发展梦想，乘风破
浪，奔向新辉煌。

昨日《河南日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郑州城
记”第二篇《“硬核支撑”蓄势能》，对郑州高质量推
进城市建设进行报道。本报今日全文予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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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支撑”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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