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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更新，管城“焕”新。
管城回族区按照片区改造带动
全域更新的理念，商代王城遗
址等 7个城市更新项目已成功
申报郑州市城市更新项目库，
总投资约 750亿元，努力让城
市更宜居、更韧性、更智慧。

持续推进老城区有机更
新。以商代都城遗址项目建设
为牵引，围绕周边3平方公里实
施整街区开发改造，谋划了“一
带、一园、六大核心街区、六大
协同更新区”，全面推进老城形
态、业态、功能更新。目前，4.5
公里古城垣全线贯通，揭开大遗
址保护的全新篇章，王城意象初
步彰显；占地 41.6万平方米的
大遗址公园建成开放，“郑州商
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
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顺城
街、平等街等已开街，成为新晋
“网红打卡地”，被央视新闻和
《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形成
的“以点带面，推进片区改造”
“以片区为单位，实现老城区
的全面更新”等“管城模式”，被
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市推广。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
品质。按照“保基本、抓提升、
促完善”和“以人为本”的原则，
聚焦群众急需解决的难点热点
问题，明月路等 15条道路完工
通车、龙山路等 8条“断头路”
全面打通、豫五路等 27条新续
建道路加快推进；完成4.6公里

排水管网改造、3.1万米架空线
缆入地整治、6070个停车泊位
建设；建成 12家街道级养老服
务中心、109家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建成 3家示范托育机构、7
家标准化托育机构，提供托位
3312个。探索成立以街道为主
导的物业公司，托底管理无主
管楼院，设置长效物业管理基
金，实现“红色物业”全覆盖，打
造智慧社区，进一步健全基层
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加强产城融合，促进产业
业态更新。坚持项目为王，把城
市更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积
极导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结合发展实际，对辖区内
低效闲置土地、旧厂房、旧仓库
全面摸排调查，做好存量低效
工业用地优化，提升产业空间
质量。全区初步梳理 54宗老
旧工业、仓储用地，占地面积
2643亩，目前已通过股权收购、
土地征收等方式，整合盘活土
地833亩，谋划建设了5个市级
小微企业园。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
坚为必成。管城区将牢固树立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责任
感，凝心聚力、踔厉奋发，持续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努力使城市更
健康、更安全、更宜居，加速实现
老城蝶变和复兴，让发展更有温
度、幸福更有质感。

以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为引领，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管城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品质城区
“2020年，管城区在实

施东城垣环境整治工程时
发现东城垣断面并对其进
行清理和保护，为有效保
护和展示此处城垣，建设
了郑州商城东城垣遗址博
物馆，致力打造郑州商城
文化地标。”5月 7日上午，
该馆工作人员马雨馨介
绍，馆内采取沉浸式光影
手段展示城垣遗址，是郑
州市文物资源活化利用、
文旅融合的首次实践。通
过先进的沉浸式科学技术，
在城垣本体上呈现裸眼3D
效果以展示城垣3600年的
历史是本馆的特色。

阜民里片区紧邻郑州火
车站和商代王城遗址南城
墙，2021年夏，因大雨影响，
片区内地面、房屋出现多处
塌陷。按照区委、区政府工
作部署，阜民里城市更新项
目以“先民生、后提升”为基
本思想，以微改造为原则，以
城市有机更新模式推进阜民
里片区改造。建中商城文旅
招商运营组刘畅说，项目尊
重在地文化，保留原有街巷
肌理，营造最具管城特色的
烟火味、市井味、人情味宜居
环境。

这些项目建设是管城
回族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
缩影。以“更新之力”再造发
展“生命力”、赋能城市新活
力，管城回族区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
神，按照省市工作部署，以商
都历史文化区建设为牵引，
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着
力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加快
建设宜业、宜居、宜乐、宜游
的品质城区。
正观新闻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郑州晚报记者
冉红政冉红政 通讯员通讯员 娄璞娄璞 海路海路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区品
质、改善人居环境、造福人民的
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更是
提升功能品质、加快转型发展
的重大机遇。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市委
市政府对城市更新工作高度重
视，先后出台了城市更新管理办
法、实施方案、推进机制等一系列
政策文件。管城回族区高度重
视，抢抓政策机遇，成立由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加强政策协调、工作衔接、调
研督导，组建“一办五组”工作专
班，建立了周例会、月评比、季观
摩等工作奖评推进机制，实行台
账式挂图作战，把城市更新工作
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管城回族区是郑州之根、
文化之魂，历史遗存非常丰富，

老旧小区、老城街区和大量仓
储、闲散工业用地交错分布，更
新改造任务繁重。按照市委工
作要求，管城回族区结合实际，
明确发展定位：以商代都城遗
址核心板块建设带动城市更
新，引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全力以赴打造古今辉映、文
化与商业共赢的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起步区、承载区，切实擦亮
郑州历史文化名片，引领带动
国际化、现代化发展。围绕定
位，先后聘请清华同衡、华清安
地、东华大学、深圳规划院、同
济大学、CRTKL国际有限公司
（美国）等 10多家国际、国内一
线的设计团队，参与到历史文
化区、历史街区、老旧小区、产
业园区设计规划，确保了规划
编制的高标一流。

历史是城市的记忆，文化
是城市的灵魂。管城回族区按
照市委“思想认识走上去、机制
措施走进去、成效结果落下来”
的要求，挖掘文化元素，加强老
城保护，留住老城的记忆，保护
老城的肌底，注重文化的传承
和文脉的延续。

在项目实施中，加强项目
和技术嫁接，运用现代技术复
原夕阳楼、紫荆门、开元寺塔等
文化地标建筑，具象化活态化
展现商城墙遗址、文庙、城隍
庙、清真寺等文化体验博览环，

以商业项目与历史文化项目的
有效嫁接、现代技术与文物遗
存的有效嫁接，支撑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加强不
同区块之间的链接，推动宫殿
区考古项目、南城垣展示馆、东
城垣博物馆、东南城垣文化公
园和考古研学中心等展示项目
实现呼应协同，串点成线、串珠
成链，形成整体效应、集群效
应；强化古今对接，通过对历史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打造文物遗存活化利用的
样本、大遗址保护的典范。

高标站位，规划引领强力推动

以文立魂，倾力打造大遗址保护典范

分类施策，让城市更宜居、更韧性、更智慧

东大街城东路商韵苑旧貌换新颜东大街城东路商韵苑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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