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郑：产业为基就业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 

新郑作为拥有较好发展基础的县一级新型城市，新郑被列为“国家新型城

镇化建设综合试点”后，力求创新突破，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争取早日建成

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 

当前，新郑新型城镇化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并进入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

阶段。而按照新郑市城市发展的战略，这一阶段其实也在预期之中。据介绍，

新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历程，是一个战略引导、战术推动、逐步深化、逐步集

中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8年到 2009年，以“一个中

心三大板块”为特征的自然发展阶段；第二阶段，2010年到 2012年，以城乡

一体化为主导的初始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12 年到 2015 年，以“双融入、

双承接”、全域城镇化为目标的快速发展阶段。 

新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定位准、动作快、成果优，与该市精耕细作城市建

设的每一个环节密不可分。在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该市以“美好家园新型社

区”建设为载体，按照通公路、自来水、电，有社区警务室、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等“六通十一有两集中”的标准为新型社区配套优良的公共服务，成功打造

出“15分钟优质生活圈”。据统计，目前，该市共先后建设新型社区 62 个、

629万平方米，入住社区群众 10129户、3.9万人。 

与此同时，该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使区域承载力随之提升。这其中，

包括规划建设的“十纵十横”城乡路网体系已完成 90%以上，基本形成全域通

达、廊道配套的路网框架；建成生态廊道 34条，绿化面积达到 3870万平方米；

新建一座日处理 580 吨的垃圾填埋场，形成了“村收集、乡运输、市处理”的

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新建污水处理厂 8 座，基本达到了市域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 

新郑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各环节工作中，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是其一大特

色亮点。当地创新打造出新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两家

资产超百亿元的城投公司。目前,新郑新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被大公国际评为

2A 信用等级，共发行城投债二期 29 亿元。以及，与厚朴金控集团达成协议，



计划发行总规模不低于 60亿元的新郑·厚朴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基金。 

以“三集中”掘金新型城镇化 

北邻郑州绕城高速的郑州新郑教育园区集合了中原工学院、河南工程学院

等十几所知名高校和郑州华南城、华商汇等超十亿元、超百亿的大项目，强强

联合，有人搭建科研，有人构建市场，合力打造中原地区最大的商贸物流基地。 

这样的“组合”不是巧合，而是新郑市在新型城镇化中的精心布局，当然

还包括薛店镇啤酒小镇、红枣产业园、新港产业集聚区等一系列特色经济板块，

目的只有一个：优化产业布局，掘金新型城镇化，让新郑人有岗位、兜里不缺

钱。 

在具体实施中，新郑主要以“三集中”的形成，来充分挖掘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经济综合效应。第一步，带动产业向园区集中，引导“干道经济”向“园

区经济”转变、产业“小而全”向“主导产业突出”转变，实现空间上的“腾

笼换鸟”，产业上的“脱胎换骨”。据介绍，在此整合集中过程中，该市成功淘

汰重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近 500家，并将 2008 年时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等 12个产业，调整为“三主三辅”的产业体系。 

第二步， 带动居住向镇区集中。结合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总体布

局，将村庄数量从 2008 年的 300多个整合到 2012年的 145个，再从 2013 年

的 52个整合到目前的近 30个，使城乡资源不断合理重组。目前，该市城镇化

率已由 2011年的 55.5%提升至 61%。 

第三步，带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在编制“三化”协调发展规划的基础

上，高标准制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打造红枣种植、生态旅游等现代都市

农业示范园区。目前，该市农业综合效益正在快速提升，辖区各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68家，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还实现销售

收入达 182亿元。 

打造创富惠民之城 

上市于 2011年 5月 20日的新郑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一家集红

枣种植加工、科技研发、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前不久，该公司推



出了一个“虚拟农民”项目，利用自有的红枣基地，通过与腾讯等平台合作，

推出“网络虚拟农民种植活动”，拟规划发展 10万名“虚拟农民”致富。“虚

拟农民”每人交付 1 万元，即可拥有一棵枣树 20年的受益使用权，每年还可

享用 10公斤红枣产品。 

目前，好想你公司正在加快建设中国国际红枣园，这是新郑新型城镇化建

设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项目，完全依托新社区农民、现有土地等本地资源进

行建设。项目建成后，每一个板块产生的效益都能让居住在周边区域的数万群

众直接获益，可以说带动性极强。 

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为引导，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推荐就业，解决

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不高、就业渠道不畅等问题。据统计，去年以来，当地开

展各类培训 18478人次，并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达 19270人；实施农民合

作创业工程，建立市、乡、村三级农民协会体系，将有创业能力和意愿的村民

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目前，该市成功建立新型农民协会总会、13个乡镇分会、

25个村级农民协会和 10个企业协会，推动农民增收 400余万元；实施现代农

业示范工程，出台新型社区建设财政奖补政策，对复耕后的原村庄集体建设用

地由市财政按照每亩 5000元的标准予以奖补，引导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实施

“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为每个新型社区组建 2支文艺队伍，来丰富广大群

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实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工程，为入住新型社区的群众提供

农民、市民“双重身份、双重保障”。目前，辖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达到 33.93万人，60 周岁以上居民参保率继续保持 100%；实施行政效能提升

工程，建立起市、乡、村三级公共服务平台，满足广大群众的服务需求。 

而让当地群众最欣慰的是政府特别舍得在老百姓身上花钱。据了解，最近

三年，该市公共财政民生支出年均增幅高达 31.1%，累计民生支出 99.7 亿元；

城乡居民公众安全感指数和幸福指数持续保持全省前列，并连续 8年被评为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市）”。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新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定位准、动作快、

成果优，与该市精耕细作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密不可分。 

首先是产业集聚带来产业升级。过去，新郑的产业布局号称“百里长街”，



沿干道两侧，遍布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几年来，500 多家企业

被淘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小而全”的行业，大体转入食品、商贸物流、

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和 5个产业集聚区，集聚发展直接带动就业就达 10 万

人。 

接下来是产业集聚带动组团城市的区域价值提升。产业的集聚发展，带动

人口快速集中，拉动了商贸服务等第三产业，形成了“产城互动、新城老城互

动、一二三次产业互动”的综合效应，构筑了“两城两市镇”的组团发展格局。 

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着城市组团调整，组团之间是集中连片的绿色农田，

未来新郑的空间布局以“北部城镇化、南部田园化”为重点，逐步形成“人在

城中、城在园中、城园结合、生态宜居”的优美环境。 

新郑市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产城互动、城乡统筹，勇于创新，积极

探索，大胆实践，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路子，支撑和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