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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志以史存，史以志传；盛世修志，志鉴盛世!

今年河南省郑州种畜场将喜迎50华诞，《河南省郑州种畜场志》也即将

付梓，值此双喜It缶l'-J、举场同庆之际，欣然做序。

河南省郑州种畜场始建于1955年。半个世纪以来，历代种畜场人披荆斩

棘，团结拼搏，开拓创新，锐意改革，把一个满目荒芜的沙窝小场，发展壮大为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把一个业务单一的奶牛繁殖场，发展成为集

乳牛繁殖、胚胎移植、乳品加工、兽药制造、纯净水生产等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

团；不仅向全省各地推广了大批的优良种畜，创造了在河南乃至全国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的“花花牛”品牌，更为中原文化注入了艰苦奋斗、求实诚信、勇

于创新的丰富内涵，为全省畜牧业特别是奶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50年峥嵘岁月，50年筚路蓝缕。河南省郑州种畜场50年的发展历程，如

气势恢宏之史诗，思想内涵深邃，文化底蕴丰厚；如经世致用之史书，惠及当

代，泽被后人!

竹松高节凌霜雪，青史留芳勉后人。《河南省郑州种畜场志》广征博采、

横陈纵叙，寻根溯源、记载翔实，当属一部信史。抚卷窥文，深感著其之艰辛，

纂其之不易；掩卷而思，常能念及先绩，勉励成就后功!抚今追昔，愈感场志弥

足珍贵与厚重，实为50年难忘历史之最好纪念。

是为序!
、

谢振生

2005年9月



凡例

凡例

一、河南省郑州种畜场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单位，本志书较为客观

地记载了种畜场50年的发展轨迹和史实，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和运用历史资料，力求达到思想

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统一o
’

二、在篇目设置上，以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6类体例，按篇、

章、节的形式安排志书框架结构，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综合运用，以志

为主，横列门类，纵述史实。有些事物内容比较复杂或涉及范围比较广，单纯

以纵述的方法很难反映其全貌，故在个别地方采用了宜纵则纵、宜横则横、纵

横结合的方法。

三、断限，上限始于1955年建场之初，但因有些史料无法寻觅，故在一些篇

目从有史料为证的年代开始述、记。下限除个别地方外，均至2005年9月止。

四、采用记述性语文体，述而不论，个别地方略有点评。记述一律采用第

三人称，人物直书其姓名，除引文外不加任何称呼。必要时，在姓名前后冠以

职务或职称o ．

五、行文中的数字，除某些习惯用语、成语如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十一

届三中全会”等专用名词和引文外，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的规定，各种计量单位均采用国际单位制。

六、为化繁为简、节省文字，做到条理分明，举目可详，本志采用一些表。

但力求运用适度，避免以表代言、以表废文。使用的表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统

计表，用系统数字来描述事物发展的动态，如经济数据统计表；另一类是类目

表，用形式整齐的文字表示事物发展的动态，如人物表。

七、本志重点记述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涉及政治事件以中央定论的提法

为准。

八、入志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惯例，本志仅为谢世的领导干部和先

进人物立传。但是，生不立传可入志。某人为某一事件的主体，采用从记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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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事系人、重点在事、以事为主的方式记述，以避免“见事不见人”的弊端

和缺陷。又因郑州种畜场谢世的重要人物少，而在改革开放中为种畜场的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健在人物多，故采用简介的形式，记述先进典型人物的事

迹。入传人物，以任同级别职务的时间排序。进入简介的人物，以任同级别职

务或职称的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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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述

河南省郑州种畜场前身为河南省乳牛繁殖场，始建于1955年春o 50年

来，其隶属关系几经变迁，发展历经坎坷。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

广大职工的努力，逐步成长为集乳牛养殖、胚胎移植、良种推广、乳制品加工、

兽药等制造为一体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拥有“花花牛”和“亚

卫”两个知名品牌和河南三鹿花花牛乳业有限公司、河南亚卫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河南爱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河南中荷奶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荷河南

奶业培训示范中心)、河南花花牛奶牛育种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奶牛繁育中

心)、河南省花花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奶牛胚胎移植中心)、河南花花

牛饮用水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进出境畜禽检验检疫隔离场和物业公司等9

个子公司。

第一章地理概貌

第一节地理位置

郑州市地处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偏北，东经112042’，北纬34016’一

34058’，处在中国地势第3阶梯和第4阶梯，即黄土高原和黄淮平原的过渡地

带。地形总体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北临黄河，西部有海拔500—1400米的嵩山

群峰以及150—300米的丘陵和登封盆地，东南两面是广阔无际的黄淮平原，

海拔90—150米。黄泛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质地疏松。

河南省郑州种畜场，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市东北隅、经三路与畜牧路交汇

处，107国道穿场而过。北邻连(云港)霍(尔果斯)高速公路河南段汴郑洛

(开封一郑州一洛阳)高速公路，东依京珠(北京一珠海)高速公路，南望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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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店国际机场。与河南省各省辖市，均有高速公路相通，毗邻有新世纪中原明

珠美誉的郑东新区，北依中国第二大河——黄河，贾鲁河、索须河、东风渠从场

区附近流过。

第二节气候

郑州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在太阳辐射、地形地势、大气环流等

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冷暖适中、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干冷同季、气象灾

害频繁等特征。随着四季明显更替，依次呈现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

秋季晴朗日照长、冬季寒冷少雨雪的基本气候特征。2002年平均气温为

15．1℃，最高月平均气温出现在6月，为32．7℃，最低月平均气温出现在1月，

为一4．4℃；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1℃，出现在7月9日，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一10．2"C，出现在1月14日。郑州年平均日照数约为2352．2小时，日照率

53％，有利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生长和繁殖。无霜期为206—234天，大致在

10月30日到翌年4月5日间。郑州年平均风速为2．8—3．2料秒，最大风速
为24秽秒，风向因季节和地区差异较大，多为东北风。郑州2002年降水日
平均量为401．8毫米，多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的50％～60％。年平均相

对湿度为64％，年极端相对湿度为0％，出现在3月4日。

第三节自然资源

黄河流人河南后，河道变宽，落差变缓，两岸堤距一般5—10公里，最宽处

达20公里，河道纵向比降1／6000—1／7000，形成了近似于带状平原的面积达

26．4万公顷的广阔滩涂。这里是国家规划的10大奶牛饲养带之一，也是河

南省规划的绿色奶业示范带。’黄河滩区郑州段，东西长143公里，草原面积

45907公顷，其中可利用面积41800公顷，草源富集，多为可利用野草，平均草

层高度35厘米，单产鲜草7500千影公顷，年产鲜草量可达3．1亿千克。种
畜场生产区多为黄河滩区，发展潜力巨大。河南省郑州种畜场正处在这一绿

色奶业示范带的中心位置。丰富的优质饲草资源，为河南省郑州种畜场的奶

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o
‘

河南省郑州种畜场生产区，西望洛阳孟津、吉利区和三门峡三个国家级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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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68000公顷，其中有林地1500公顷、滩地16100公顷、

水域48000公顷、沼泽地1500公顷，是天然的天鹅、鹤类等珍禽及内陆湿地生

态系统。东临总面积达38007公顷的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各种野生水

禽和珍稀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保护区内，天高云阔，野草万顷，百鸟齐鸣。

这里远离喧闹的市区，无工业和城市生活废弃物污染。‘

郑州市郊西北部为玉米产区，可提供大量青贮用秸秆及大部分能量饲料；

市郊东北部为大豆主产区，可提供大量豆秸及蛋白类饲料；市郊东南部及相临

郊县为花生主产区，可提供大量花生秧及花生粕，精粗饲料供应均有充分保

证。 ，·

第四节人文资源

郑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o 8000年前的裴李

岗遗址、6000年前的大河村遗址、5000年前的轩辕皇帝故里、3600年前的商

城遗址，以及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寺、北宋皇陵、杜甫故里、黄帝故里、世界地质

公园中岳嵩山、黄河风景名胜区等名胜古迹，吸引着八方来客，使郑州成为沿

黄旅游线热点城市和中原旅游圈最具吸引力的城市o ．

郑州交通通信发达，是全国重要的铁路、公路、航空、信息等兼具的综合性

交通通讯枢纽。设有铁路、公路口岸和航空口岸，是新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

纽城市。拥有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全国最大的零担货物中转站，是全国两

个铁路一类口岸之一。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在此交汇，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

称。公路网四通八达，是全国7个公路主枢纽之一，京珠、连霍高速公路主干

线，国道107线、310线在郑州交汇。郑州还是全国第3大邮政电信枢纽。4E

级郑州新郑机场为国家干线机场和首都机场的备降机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和交通通讯条件，使郑州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聚散能力，并成为全国重要的

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聚散中心。 ，

。

郑州具有较好的工业体系，产业竞争力强，是中国重要的有色冶金工业基

地、食品工业基地、大客车生产基地、煤炭工业基地、建筑和耐火材料基地以及

纺织工业基地。全市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大型工业企业集团196户，销售收入

在3亿元以上的企业达到50家，宇通集团、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收入突破50

亿元0郑州氧化铝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是

哑洲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条件最先进的客车生产企业；郑州日产汽车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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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国汽车行业的新锐力量。宇通客车、金星啤酒、三全食品、思念食品等

10个产品荣获国家级名牌产品。郑州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优势，全市科研机

构近200家，普通高校48所，是国家认定的“全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重点城

市”o
： ’、

郑州商贸优势突出，历史上就是著名商埠。．郑州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自

古就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全市现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359个，

其中年交易额超过lO亿元的21个，3家商业零售企业进入全国百强。郑州全

国商品交易会是全国三大商品交易会之一。郑州商品交易所是我国第一家期

货市场，“郑州价格”成为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指导价格。河南科技市场是

国家规划的我国中部地区的技术交易中心。郑州已形成批发与零售、期货与

现货、传统经营与新型业态相结合的市场交易体系。

郑州发展环境优越，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在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投资

环境报告》中，郑州市跻身于全国大中城市综合投资环境前10名。目前，已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郑投资兴业，全市现有外商投资企业2621家，其

中世界500强企业有15家。郑州节会发达，已成功举办了7届中国郑州国际

少林武术节和世界中等城市芝麻网年会、世界客属第18届恳亲大会、首届世

界传统武术节，这些国际性的盛会向世人充分展示了郑州市改革开放的新形

象，使郑州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明显提高。

郑州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前景十分广阔。2004年，全市实现生产总

值1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5．5％，人均生产总值2350美元；地方财政收入完

成“4．8亿元，比上年增长32．7％，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第6位。河南省大

力实施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整合区域资源和经济优势，全面构筑中原城

市群经济隆起带。一个以郑州为核心、包括周边150公里9个城市在内的中

原城市群经济圈正在逐步形成。

郑东新区内，国际会展中心、世界客属文化中心、河南艺术中心等重点工

程项目，均在加紧建设之中。在不远的将来，一个基础设施完备、景观环境优

美、道路交通畅达、空间建筑有序的现代化新城区，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河

南省郑州种畜场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

2005年，河南省提出构建中原奶牛产业带的战略决策，重点围绕黄河滩

区绿色奶业示范带和豫东平原奶牛养殖基地“一带一片”开发，落实良种奶牛

繁育补贴，加快奶源基地建设，扩张优质乳制品加工企业生产规模，全面提升

产业化水平，使河南成为全国重要的乳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这无疑为河南省

郑州种畜场的奶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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