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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万高铁站周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方案征求意见表

公众参与方式
一、将本版左方《郑万高铁站周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方案征求意

见表》剪下，寄送至开源路湛河桥南路东1号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规划编制中心。

二、在平顶山博物馆一楼现场投票。

三、登录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网站参与投票。

四、扫描右侧二维码，登录平顶山规划微信平台参与投票。

截止时间：2015年6月20日18：00 联系电话：0375-3967157

根据国家发改委安排，今年9月郑万高铁将正式
开工建设，在我市新城区与宝丰之间设置高铁站，这
为改善我市交通条件，加快城市发展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

为提前对高铁站周边区域进行规划控制，合理确定
功能分区和空间布局，科学指导高铁站周边区域的开发
建设和土地利用，市城乡规划局面向全国，组织开展了
高铁站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公开招标，规划
范围北至孟平铁路、南至应河、西至孟宝铁路、东至东勤
路，总面积37.4平方公里，规划内容为上述用地范围内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本项目招标工作于2014年12月发布报名公告，

2015年1月进行了资格预审，在22家报名单位中评出了
5家入围单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五家入围单位按期
提交了设计方案。2015年5月19日，评标专家委员会对
5个设计方案进行了评审；5月20日，市规划委员会成员
单位及相关部门专门听取了汇报，对5个设计方案进行
了排序，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现将设计方案通过平顶山日报、平顶山市城乡规划
局网站、平顶山博物馆一楼现场模型及方案展示、平顶
山规划微信平台等方式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意见。欢
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最终中标
方案将在综合评标专家意见、各相关部门意见、社会公众意
见的基础上，报市规划委员会研究确定。

以生态文明为宗旨，塑造网络型产城
融合有机聚合体，形成构建多元复合网络、
营造城市生态格局、交通引导综合开发的
三大规划理念。

本次规划以高铁枢纽激活一体化、交
通联动促进一体化、空间结构整合一体化、
产业提升支撑一体化、生态网络融合一体
化五项一体化原则指导规划方案布局，整
体设计上形成“一轴一核带四心、一河三
段织五廊、两区协同成五组”的空间规划
特征：

“一轴一核带四心”强调延续平顶山带
状城市发展特征，依托龙翔-新宝大道和轨
道交通一号线构建城市横向综合性发展

轴。围绕高铁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复合型
的功能核心。同时突出 TOD 交通带动的
发展策略，依托轨道交通一号线四个站点
形成四个特色功能中心。

“一河三段织五廊”强调城市生态网络
安全格局的构建，突出强调以应河为脉，结
合应山、舒山等构建山水生态景观带，并向
纵深延展五条生态绿化廊道。

“两区协同成五组”即形成东西两大片
区，包括五个特色功能组团。

在平顶山山水之畔，同济规划团队正
倾力谋划一个交通引领、产业创新、人文宜
居的生态文化活力区，带动平顶山城乡一
体化的发展，成为区域发展建设的典范。

【定位与目标】
规划定位
一个具有吸引力、记忆力的生态创新

之城；平顶山的城市副中心
发展功能
交通枢纽、高铁物流、文化商务、旅游

服务、产业升级、健康休闲
【总体规划】
发展规模
规划总用地面积 37.4 平方公里，其中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35.05 平方公里，总人
口规模约 30万人。

规划结构
整体形成“中核、西园、东城、北绿、南

游、轴线引领”的空间格局。
中核：中部核心区，沿中央绿轴依次

布局交通枢纽、生产型服务、文化休闲、
综合服务四大功能板块。以一条贯通东
西的景观轴线及文化公园串联，形成“两
个中心，四个板块”的核心区生态格局，
避免以高铁站及高强度开发为核心的传
统格局。

交通枢纽板块包括高铁站场、高铁物
流区、长途客运中心、旅游集散中心等功
能，承担区域约 450 万人口的交通出行及
转换职能。核心区以一座鹰形展翅的交
通建筑，作为展示古应国形象的载体。洛
平城际轨道与高铁共设一站，地铁下穿而
过，同一个地块内还设有公交首末站及出

租车待客区。主要的集散广场位于正对
站点的东部，地下开发为集中停车场，通
过地下通道与北侧的集散广场连通。在
其两侧分别设置长途客运中心和旅游集
散中心。不同性质的交通以高铁站为核
心通过合理的流线组织，不同空间层次的
衔接联系，实现无缝换乘，创造舒适便捷
的交通体系。

站点西部周围配套有商务办公、会
议展览等服务设施，形成生产性服务中
心，承接北部产业的发展轴线，辐射宝丰
等周边更广大的区域，充分发挥一体化
示范区中心的集聚作用。

整体城市设计
构建“核心区-记忆绿廊-旅游中心-

白龟山水库”的城市景观轴线。通过横贯
东西的绿带纽带，在东部承接市区发展
轴，向西以高铁站为中心辐射北部产业园
区，规划中原文化展览馆和平顶山传统文
化街两大功能，集展览、教育、休闲、旅
游、购物于一体。文化街融合现代风格
与传统意向，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公共
空间。充分发挥平顶山一体化示范区中
心的集聚作用。步行大道在中部跨越郑
尧高速形成一个制高点，立足于此，向北
是展翅欲飞的高铁站，向南是灯火璀璨的
城市中心。

未来，规划片区将会独立成市——一个
具有吸引力、记忆力的生态创新之城。

郑万高铁站地区是未来平顶山发展的重
要机遇和战略支点，其建设将激活整个平顶
山转型发展。郑万高铁站地区将成为平顶
山的“创新经济区、生态引导区和城市一体
示范区”。

立足于地区面临的区域经济竞争和生态环
境压力，本方案从四个方面为郑万高铁站周边
地区定制长远而务实的发展框架。

——立足区域，打通经济廊道，聚集创新发
展职能。打通应河生态廊道、平鲁旅游廊道、平
宝产业廊道和高铁区域廊道，形成聚合创新服
务、生态休闲、旅游文化和高新产业四大聚集区。

——立足高铁，聚合交通资源，推动平宝叶

鲁联动发展。依托高铁站点，聚集公路、城际、
航空、公交等接驳设施，构建服务旅游、商务和
通勤全域复合枢纽；梳理城市干道系统，构建引
领平宝叶鲁联动发展的七大走廊。

——立足实施，整合政府和市场力量，谋
划务实的实施方案。分四阶段投入产业、生态
和基础设施等核心项目，实现整体发展；引入
小单元开发理念和市场理性，进行灵活和平衡
的开发。

——立足生态，构建安全而有特色的空间
格局。构建海绵系统、通风廊道，改善地区的大
气环境，建立平衡和安全的环境，并依托生态网
络，形成独特的川上田园城市风光。

规划愿景：
不只打造一个枢纽，而且创造一片绿

野；
不只打造一个新城，而且倡导一种新

的生活方式。
设计概念：
山水绿韵 新+悦 城
整体定位：
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为主导的服务枢纽之城，以职教培训、创意
研发为特色的科教创新之城，以山水资源
为本底的生态宜居之城，以旅游集散、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健康活力之城。

规划策略：
强调回归以人为本，体现内涵式发展

的全新思路：
生 态 安 全 格 局 ，显 山 露 水—— 新 格

局。基于良好山水本底条件，综合地形地
势、径流、风道、生物多样性等分析，对基本
农田、高压走廊、铁路绿廊等生态敏感区进
行合理保护，明确控制区与建设区界线,构
成“五纵两横”生态廊道，体现山水相融的
生态新格局。

功能复合布局（业态专题）——新功
能。突出功能策划，立足平顶山实际，提倡
产业、生活功能的复合布局，北侧构建以保
税物流、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为
主导的战略新兴产业带。南侧依托高铁
站、轨道交通，打造产业服务、高铁商务、专
业市场、科创教研、健康养生、旅游度假等
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构建城市生活服
务带。

紧凑集约，强调人性尺度 ——新空

间。摈弃大尺度、大空间粗放式发展模式，
强调近人尺度的空间感受，规划强调 TOD
引导下的复合开发，以公共交通站点为服
务中心，实施组团紧凑式发展。

体现绿色低碳出行——新交通。站在
平顶山的角度，以尽少增加交通压力为原
则，并以此为契机，优化平顶山市交通方式
及压力，提出外快内慢的交通策略，外部通
过高速连接线、轨道交通、快速通道构建便
捷的区域连接通道，高铁核心区构建立体
化的多式零换乘，以人性化的便捷使用为
准则，近距离无缝换乘，内部便捷的公交系
统和人性化的路网尺度鼓励绿色出行。

凸显城市个性特色——新形象。依托
平顶山山水、文化等传统资源，以当地“山、
水、田”为建筑空间意向，引入新节能建筑
技术，以新技术诠释传统文化，打造宜人尺
度的建筑空间，以立足传统的当代表现手
法，体现符合地域特色的空间形象、智慧、
绿色建筑体系。

满 足 动 态 发 展 需 求 —— 新 发 展 方
式。不以终极蓝图为目标，动态研判区
域发展形势，提出弹性、有机生长的理
念。规划适度降低人口规模，控制人口
容量为 25 万-30 万人，其中安置村庄人口
2.6 万。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
规划鼓励多功能用地的混合，并将基本
农田预留为发展备用地，根据远期发展
实际需求，弹性开发。

通过以上策略，郑万高铁周边区域将
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优化平顶山新
区功能结构，促进城市向西拓展，展现城市
山水特色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结合城市内外的发展条件及需求，郑万高铁
站周边地区未来将成为集高新制造、金融商务、文
化旅游、生态居住四大功能于一体，突显平顶山现
代新城市特色的创智谷、枢纽港、生态源。

创智谷：中原地区创新高端制造业的硅谷
枢纽港：多种交通方式紧密联运的无水港
生态源：平顶山生态、低碳、智慧的活力源
总体目标：成为中原地区的创新型制造高

地、中原经济核心区的西南门户、平顶山西翼的
生态文化活力新区。

制定八大策略——
策略一：区域竞合，构建5+3的现代产业体系
策略二：三廊共进，功能集聚，实现区域大融合
策略三：产城交融，三区递推，引爆新区新活力
策略四：中轴绿谷，牵城西倚，雕琢鹰城新地标
策略五：绿带交织，蓝线串引，织造城市呼吸网
策略六：复合枢纽，对接区域，打造城市客运港
策略七：海绵积蓄，生态提升，构建生态友好城
策略八：文旅聚合，辐射区域，共建多元活力

的文旅之都
顺应大区域的发展格局与脉络，规划由北

往南形成以产业智廊、城市金廊、文化逸廊三
条东西向的发展带统领规划区全域，并与区域
大格局融为一体。产城交融，提供充足的就业

岗位，职住平衡指数超过 50%。在规划区中部
打造一条生态活力轴线，串联重要功能组团构
建新的空间序列，以中部低和两侧高的对比形
成“绿谷”意象，突出中轴绿谷的形象特色，总
体建筑西高东低，形成向平顶山主城区敞开的
空间形态。

未来规划区将形成5+3的现代产业体系，即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五大主导产业，金融商务、文化旅游、居
住相关产业三大服务性产业。构建“X”型城际轨
道网络，打造豫中南地区铁路客运主枢纽、城市
客运港，规划“七横八纵”骨架道路网络，构建“客
货分离”的道路系统。以枢纽为核心，规划两条
新型交通环线，大中运量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率
达到53%。

核心区突出“TOD下的都市门户”理念，围
绕高铁站形成三大发展圈层，空间上营造高铁站
区西、南、北塔楼高起，东部低矮、向东开敞、牵城
西倚的门户形象。利用高铁高架桥下的空间打
造功能复合的高铁“公园”。沿绿谷中央规划一
条活力水轴，为居民、游客等提供一个景观灵动、
活力四射的公共空间。充分利用高差，设计直通
高铁站厅的空中走廊，使高铁站与城市空间真正
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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