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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今的商丘人民，经历着史无前例
的城镇化进程，享受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硕果，更加积极参
与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建设。

从农村，到乡镇，到县城，再到中心城，每个人的发展
都有着宽阔的平台，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优良的环境。

新型城镇化，让每一个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不断提
升，让每一个人都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城市、热爱环境。社
会更加和谐，发展更有动力，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新时代，新理念，新发展，新作为。党的十九大为新型
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绘就了美好的明天。按照新发展理
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围绕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健全完善“一中心、两组团、
五卫星城、百镇千村”城镇体系，我市的新型城镇化大有可
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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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朱集到大商丘，从
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统筹、
城乡一体发展，改革开放的
40年，商丘的城乡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产生活的
平台变得越来越广阔、越来越舒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
市坚持把城镇化放在事关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的突出位置，不断完善发展思
路、发展举措，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发
展路子，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了
显著成效。

2017年，全市城镇常住人口304.42
万人，城镇化率达41%；中心城区面积
达125平方公里，人口达126万人；县城
及县城以下小城镇建成区面积达到
163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40万人。

在今年公布的中国城市商业魅力
排行榜中，商丘由四线城市阔步迈进
三线城市方阵，成功跻身中国城市品
牌评价地级市百强榜。

中心城区建设是城镇化的龙头，
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只有把龙
头舞好，才能把龙身、龙尾带好。

1995年之前，原商丘行署所在地
的市区面积仅1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20万人。1995年，商丘掀起了自1978
年以来的第二轮城市建设高潮，完成了
二环路、神火大道、归德路、南京路等
道路建设，尤其是1995年二环路的建
成，标志着市中心城区建设逐步拉开。

2013年，随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的召开，我市开始走上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坚持规划引领，才能奋力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
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在新型
城镇化进展中，中心城区该怎样发
展，中心城区与各县（市）怎样统筹
发展？今年通过的《商丘市城乡总规
划（2015—2035）》给出了答案：按
照“百城提质”总体要求，基于“一
中心、两组团、五卫星城、百镇区、
网络化”的市域城乡结构体系，强化
中心城区和虞城、宁陵两大组团城市
的核心要素集聚和功能品质提升；做
优做精永城副中心和夏邑、民权、柘
城、睢县等县域中心及 28个重点镇；
做特做美一般乡镇和美丽乡村，形成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网络格局体系。
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是

破除城市内的二元结构，让每一个市
民均衡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
为此，近年来我市开启了轰轰烈烈的
棚户区改造和安置房建设。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是急
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既要加
大棚户区改造力度，又不能让安置区
成为“边缘区”。在全力推进安置房
建设的过程中，我市将安置区作为城
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启动了一批重大公共
基础服务设施，如学校、医院、绿
地，商业体，如水、电、气、暖配套
设施等内容。

中心城区是新型城镇化的龙头，
需持续加大要素聚集能力和综合承载
能力建设，引导和支撑全域新型城镇
化。

近年来，我市围绕打造国家区域
中心城市，全力推进高铁枢纽商务
区、古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创
意区、日月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构
建了“三心联动”的城市格局。

围绕构建综合交通枢纽，加快推
进商合杭高铁、商丘机场、沱浍河航
运、“三环九放射”市域快速通道等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区位优

势进一步凸显。
围绕发展枢纽经济，以物流业和

跨境电商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物流通
道、物流节点、物流载体、物流服务
网络和物流现代化建设，高效便捷、
规范有序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正在形
成。

围绕提高综合承载力，累计实施
466条城市主次干道建设，新建公厕
150座，实施 9条沿河带状生态公园、
12个便民公园等绿化项目，中心城区
绿地面积达到2400万平方米，绿化覆
盖率达到 41.7%，“十分钟”便民生活
圈体系围合，城市“四率”不断提
高，城市精细化管理逐渐加强，城市
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1997年 6月 29日，在当时还被称
为“二环路”与“京港大道”的交会
位置上，自规划之日起便注定要成为
商丘发展“图腾”的“商”字雕塑建
成。当日，骑自行车路过这个“庞然
大物”的小学老师张国伟仰视了

“商”字很久，当时的他怎么也想象
不到，如今的“商”字周边会是如此
繁华。“这几十年，商丘城市的发展
令人震撼，城市的环境让人越来越舒
服。”张国伟说，“我不敢想象商丘以
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
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引导支撑全域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发展，是破
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发
展，提高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促进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
转移的重大举措。

《商丘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16—
2020年）》明确指出，“将加快发展县域
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着力点”。

2005年，我市即把县城发展作为
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各县 （市、区）
加快了规划和修编进程，提高了规划
建设标准，围绕各自的特色，加大了
投资和建设力度，特别是按照“三个
一”的发展目标，每个县 （市、区）
都建设一个产业集聚区，拉动了商丘
市县域城市的快速发展。2013年，我
市出台新的发展战略，各县 （市、
区）开始实施组团式发展，在空间布
局、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交通路网
等方面，整合区域资源，实现优势互
补、分工协作、相互支撑，促进集约
节约发展。2018年，各县 （市、区）
以 《商 丘 城 乡 总 体 规 划 （2015—
2035）》为基础，以全域发展、全域
振兴为目标，开始编制新的城乡发展
规划。

小城镇是城镇化的节点，在新型
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市坚持用现代城

市理念规划发展重点镇，以“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的要求建设重点镇。

自 2002年，我市的小城镇建设进
入迅速跨越发展时期。2013年以来，
我市以重点镇、试点镇、特色镇建设
为重点，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依托资
源、区位优势，催生了一批明星乡
镇，强力支持已经形成一定产业和人
口规模、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镇集中
建设，小城镇的发展成为了我市新型城
镇化发展的重要支点。几年来，培育了
一批如夏邑县会亭镇、虞城县站集乡等
工业型乡镇，如睢阳区郭村镇、虞城县
杜集镇等商贸型乡镇，如永城市芒山
镇、梁园区刘口乡、民权县北关镇等旅
游型乡镇，如夏邑县车站镇、梁园区双
八镇等特色农业型乡镇。

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围绕中央提出
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我市从新农村规划入手，突出生产发
展主题，重点抓好了新农村市级试点
建设，形成了以宁陵县后陈村、李七
村，夏邑县太平镇和蔡河村、十里铺
村，虞城县佟庄村、南庄村，柘城县
草帽王村、凌庄村，民权县吴堂村，
梁园区代庄村、西刘村为代表的规划

科学合理、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村容
村貌整洁优美、人居环境优良舒适、
村居管理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古村落和
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需要得到保护，推进城镇化建设绝不
能以瓦解农村文明、牺牲文化遗产为
代价。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让居民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
求，我市依托历史文化遗存遗迹、自
然禀赋、产业特色，梳理确定了一批
历史风貌特色村、自然风貌特色村、
产业特色村，县域内涌现了足力健幸
福小镇、庄子文化小镇、石桥梨花小
镇等为代表的特色小镇，成为农民就
近转移就业的重要载体。

“城里人的生活条件好，我们农村
也不差。”生活在虞城县杜集镇的张涛
自豪地说，“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风
景美，好找工作，出行更方便，在家
更舒服。你就看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
我们农村玩，就能知道现在农村发展
的怎样了。”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最大的受益
者，尤其是对在传统农区商丘生活了
世世代代的农民来讲，如今的生活，
既与传统相连，又与时代同步。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优化城镇规模结构释放发展动能

新型城镇化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片面
的。它既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
发展，又有自身的内涵式发展需求。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一切从人的全
面发展出发，一切以人的需求为目的。在城镇
化的进程中，需要有足够的动力支撑，也需要
有为人的发展，营建更加公平、开阔的平台。

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市以产业为支
撑，积极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产业发展经历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现代产业体系层
次分明，形成了食品、纺织服装、装备制造三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各县（市、区）均有了支
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导产业。2017年，全市
10 个产业集聚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68.2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得益于产城融合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实
现了本地就业，更实现了“人的城镇化”。
2015年，全市产业集聚区累计吸纳就业人口占
全市新增就业人口的 50%以上，实现了市内转
移就业人口超过市外转移就业人口的历史性转
变。

“在家门口工作，享受城市人的生活环
境，这样的生活正是我所期盼的。”在河南香
雪海四车间当普工的民权县城关镇刘店村农
民刘新峰满脸灿烂地说，“在家门口打工就是
得劲！”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目的是让人充分享
受到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带来的各种红利。
这种红利，直观地表现在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化
和生活环境的优质化。

得益于贯彻新理念的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
进，优良的生态环境不再是“奢侈品”。坚决打
赢蓝天保卫战，全面加强水环境治理，做好土
壤污染防治，一场场与环境污染的战役，造就
了我市天蓝、地绿、水清的优良生态环境。今
年截至 9月 6日，我市优良天数达 137天，“商
丘蓝”成为人们最爱的城市色彩。

“商丘的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生活在这
样一座城市里，每天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每天的心情都是美美的。”市民
刘悦说。

生活环境的优质化体现在城市发展的细
节之中，“断头路”的打通、绿地公园随处可
见、城市景观协调明快、公共交通出门就
有、菜市场规范整洁、城市亮化美丽多彩、

背街小巷干净卫生等等，这些细节，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体
现，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

新型城镇化高度关注文化的传承，缺少了文化的城镇化，
是没有生命、没有内涵、没有延续的城镇化。

在新型城镇化的历程中，我市高度注重城市建设的内涵与
特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格和地域文化，城市品位不断
提升。围绕“商”字做文章，叫响了商祖王亥故里和商人、商
品、商文化的发源地，培育了“华商之都”城市品牌。充分挖
掘了商丘古城文化、火文化、姓氏文化、孔祖文化、庄周文
化、汉梁文化、木兰文化等文化品牌内涵，积极打造了独特的
历史文化城镇。同时，充分保护和利用现有历史文化遗存，找
准城镇建设的结合点，形成了古今相宜、历史和现代有机融合
的城镇风格。

现今的商丘，正处于新旧发展模式交替的关键时期，也处
于城镇化发展“量”、“质”并重的发展阶段，深入推进新型城
镇化进程，坚定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
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市必将在又好又快跨越发
展，全面决胜小康，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历史时期，绘就中原
更加出彩的宏伟商丘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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