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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建设志》就要出版了。这是全市建设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我刚接任新

组建的建委主任，就逢此志修迄出版。编辑部的同志们让我作序，实感诚惶诚恐。

因为，这部志书，上起于几千年前中华民族最早的建筑史、筑城史，下止于公元

1990年，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各个时期郑州城市建设发展历史和现状，是郑州历史上

第—部建设专志。历经四届政府、四届建委领导班子和编摆入员十余年持续不懈的
工作，才得以完成。由我作序，身微言轻，担心难以三言两语慰籍历届政府主管领

导、历届前任和各位专家、修志编务人员及全市建设工作者。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建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郑

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其发展史上，曾数度繁盏，但也历尽沧桑：3600多年前，

郑州已是商王朝早期的都城，是一座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

20世纪初，随着平汉、陇海铁路建成通车，郑州辟为商埠，城市再度繁荣。然而，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战机多次狂轰滥炸，居民大量逃亡，城池百孔千疮。直到

解放前夕，郑州城区面积仅5．23平方公里，人口16．4万，市容破败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建设，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截止1990年底，郑州已是建成区面积

117．2平方公里，市区人口130万的新兴工业城市，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河南省的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信息中心。至今，郑州建成区已达230平方公

里，人口320万。

蛊世修志。建设志书追寻城市发展的轨迹，汇集城市发展史实，为人f『1了解城

市过去，更为促进城市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提供借鉴。仅此，诚望建设系统各部

门、各级领导，今后应进一步高度重视建设史料的积累与保护，从人力、物力、环

境等方面，创造条件，把今后的志书、年鉴汇编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以便鉴秘口
来，惠及后人。

由于时间工搬长，征集资料难度大， 《郑州市建设志》全书稿就，历经十余

载，编撰人员几经更替，凝聚着逾百人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特向为志书编纂工

作付出贡献的同志们深表敬意，向关心、支持修志的部门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州市建设志》的出版必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它的不足和错讹，也，必将

为有识之士和后人所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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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郑州市建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精神，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郑州市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概况和历程。下限止于1990年。

二、本志以市内6区建设，6县、15个建制镇的城镇建设和部分“双文明”乡村

建设为立志范围，城乡兼顾，以城为主。

三、书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地方较多，—律简称
建国前、建国后。

四、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单位》为准。

五、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分名称，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一
般用简称。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市、县(区)档案部门、统计部门资料为准，并

以郑州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和系统文书档案专业统计报表资料为依据。为节约篇
幅恕不另注出处。

七、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国家标准

局、国家计量局、国家出版局、中宣部新闻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为准。

八、表序以编为单位统一编号，表序数前加上编的序号。例如：第八编第10

表，写为“表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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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郑州市位于中原腹地，北濒黄河，与新乡市隔河相望，西依巍巍嵩山，和洛阳市相连，东
面与开封市交界，南面与许昌市和辽阔的黄淮平原接壤，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市区交

会，是河南省省会所在地，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贸易的中心，辖6区6县，总

面积7446A平方公里。其中：市区建成面积117．2平方公里。截止1990年底，全市总人口为

580万人，是拥有130万市区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是全国七大纺织基地之一。市El流动人口

30—50万人。全市有汉、回、藏、满、蒙等41个民族。
郑州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中、通、丰，古、商是郑州市的特色和优势。

中——抛．处中原。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联系沿海辐射各地的优势。自古即以“九州
腹地”， “雄峙中枢”、 “控御险要”而闻名于世；当代更是连接我国四面八方的重要中心城

市之一。已初步成为辐射面宽，沟通能力强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

通——交通便利，四通八达。郑州是当代亚欧大陆桥上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和客贷集散港，
同时还具备公路运输体系，形成铁路公路综合交通网络。历史上曾是中原重要水陆码头。素有

“十省通衢”之称，随着近代交通的现代化，其地理位置更显重要。当代郑州是全国最大的铁

路交通枢纽之一。京广、陇海铁路，纵贯南北、连接东西，客贷直达全国22个省市。公路客货

运输可直达全省各市县。民用航空有36条航线，波音737，757K型飞机占90％。通达全国近

40个大中城市，开办了直飞日本、香港的包机。

丰——具有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盏产小麦、稻谷、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和棉花、花

生、烟叶、芝麻、大枣、柿子，樱桃、西瓜，黄河鲤鱼等特产，现已探明的地下资源矿藏有

18种。煤炭(储量达48-fL吨，占全省五分之一)、水泥岩、硫铁矿(0．3亿吨)、石棉、石英

砂、陶瓷粘土，麦饭石、铝石(储量1．34C吨)、耐火粘土(1．1'tr,吨)等矿产资源，储量大，易开

采。郑州是全国最大的油石产地之一。全市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都在84L．．2-方米以上，还有可

供利用的黄河过境水。

古——部州历史悠久，人文古迹荟革。上个世纪70年代发现的新郑斐李岗文化遗址，距今

约8000年。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了6000年前的房屋建筑。史载，黄帝故里在新郑，早期曾带

领其部族在这一带居住与活动，新密市云岩宫曾是黄帝练兵的地方，并存有中国最早的八阵兵

法。距今3600多年前，郑州已形成了城市，为商王朝的重要都邑，史学家论证为亳都和嗷都之

址。驰名q'夕l-的少林寺，古称“天下第—名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庙宇之一。五岳之尊

中岳嵩山为佛，道、儒三教荟革之圣地。已被列为全国44个重点风号名胜区之一。元代初年在

'k％q'--县-告城建造的观星台是全国著名的天文科学建筑，至今已有700．多年。荥阳县环翠峪风景

区已列为省级名胜区，也是历史上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巩县境内有规模宏大的北宋皇陵景区、

雕工精细的北魏石窟寺景区及密县云岩宫打虎亭汉墓、神仙洞等。中牟县曾是曹操，袁绍官渡

之战的古战场。荥阳县虎牢关是刘、关、张“三英战吕布”的古战场。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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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县笔架山下，宋代著名建筑家李诫就是郑州管域八，著有建筑法式32卷。全市现有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134处，其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8处，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65处。

商——早在3600年前，汤推翻夏王朝，建立政权，称自己的王朝为商。由于商人善于交

易，后人把善于做买卖的人称谓商人。1965年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大量贝币，是我国最早的货
币之一，反映了当时郑州古城的商业发达繁荣。郑州古城历经沧桑，几度兴衰。今日的郑州商

贸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郑州以商品集散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形象，出现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

并以其地处中原，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地利优势，显示其在现代交通等条件下发展商品

经济的巨大潜力。

郑州又是近代史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1923年2月7日在这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雄峙市中心广场的“二七”大罢工纪念塔是郑州的光辉象征和标志。

1925年和1928年先后发生了郑荥密农民暴动和密县杨寨农民暴动。1944年皮定钧、徐子荣等率

领八路军挺进豫西，插入敌人心脏。以嵩山、箕山为依托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1948年10月

22日，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在邓小平、陈毅率领下，全歼郑州守敌，从此郑州得到了解放。

郑州地区六区和新郑县处于平原，密县、登封县、巩县、荥阳县处于山地丘陵地带，山区

和平原分布明显，其沿黄河南岸称邙山。从巩县以东至郑州小顶山，山势渐低，成为海拔

600--1000米的低山丘陵，只有登封嵩山竣极峰海拔1440米，为我国五岳名山之一。密县、荥阳

县以东的中牟县、新郑县和邙山区、上街区、市内四区均为平原。郑州市区西南高东北低海拔

在8乱130米之间，平均自然坡度为34％，市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2。40’，北纬34。45’，年平

均温度14．3。c，年平均降水量640．9毫米。全年无霜期达到223天。四季分明，属北暖温带大陆

气候，总的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雪偏少，春季小雪、小雨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和气

爽，市区土壤西部为褐土，东部为潮土，地耐力18r／平方米以上。处于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地

区，流经市内的主要河流有贾鲁河、东凤渠、金水河、熊耳河和七里河。

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开封行署，将五县划为郑州市管辖，实行市带县新体制，

后撤县建市，现郑州市行政辖区有6区6县，6区是：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自治区、中原

区、邙山区、上街区。6县是：荥阳县、登封县、密县、新郑县、巩县和中牟县。

郑州在5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郑州区域内的贾鲁河、金水河沿岸，就有人类在此生

息繁衍。

1955年在郑州老城内外，发现了相当规模的商代文化遗址，是一处距今约3600年的商代文

化遗址。现存有商代城墙，南北呈长方形，城墙周长7100米，高约10米，城基宽36米，城区面

积约3．4平方公里。郑州商域是一处人口众多、手工业繁荣，对外交通发达的东方古代大城市之

一。据《中国古代史》记载：郑州到了周代是管叔鲜的封地，称管国。春秋时期是郑国公子产

的采邑，叫做东里。战国时先属韩，后归赵，秦统一天下后，改为管县，属zjiI郡。汉属河南

郡，魏晋并入中牟县，直到北周才置荥阳郡，后又改为郑州，隋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

曾于此置管州。大业初年，又改为郑州，治管城县，后又改置荥阳郡。唐朝武德四年(公元

621年)又于此置管州，郑州老城即此时兴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又把郑州从武牢县改

回这里。天宝初年再改为荥阳郡，乾元初年又再称为郑州。到了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

废州，管城县属开封府。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复置郑州，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升为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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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军，治管城县，金朝属南京路，元朝属汴梁路总管府，明朝时升管城县为郑州，州属于开封

府管辖，清朝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升郑州为直隶州，辖荥泽、荥阳、河阴、汜水4县。

13年后仍改由开封府统辖，民国时期郑州降为郑县。

在漫长的历史中，郑州逐步得到发展。据杜佑《通典》记载，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

年)从长安到汴梁(开封市)、宋(商丘)交通要道的郑州一带，同样“夹路都有店肆待客，

酒食丰足，每店供客租用，称为驿驴。”天宝十三年以后，节度使对朝廷的进奉驼马、牲12亦

日日不息，郡县沿途供应熟食酒肉和草料。明朝，薛碹在诗中说道： “自古中州胜迹多，管城

风物喜重过，西来驿站临京水，东去人烟接汴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因为平汉铁

路的修通，1909年汴洛铁路建成通车，郑州的商业活动再度繁荣。由于郑州地位日益重要，经

济发展的远景为世人瞩目，英美托啦斯各洋行也进入郑州。我国民族实业家经营的豫丰纱厂

(现郑州国棉二厂IE／址)，中华蛋粉公司，1919年创立。 “九·—八”事变前后，日商洋行大

仓，吉田、茂木等曾垄断了郑州的棉花市场，英、法、德、日等国大商业集团，在郑州设有机

构，如大同路中段的英商怡和洋行，并从事搜集市场情报活动。外国商人廉价收购郑州的原
料，反过来又．把制成品高价倾销到郑州市场。年贸易额高达四万两白银以上。

但到了清末时期，郑州曾随着朝廷腐败而衰败。清末御史王守历在《过郑州有感》中写道

“一望荒城百感生，颓垣败壁总关情”。到了1927年7月，河南省uaM葙．t决定设立郑州市。工业

有所发展，相继建成了打包厂、飞机场、126千瓦的明远小电厂、利民烟厂等工厂、有几家戏

院，也都是苇席木台搭起的，医院4个，其中一个叫华美医院，一个叫天主教医院，都是外国

人所开设的，病床138张，全市没一所大学，仅有公立初中8所、私立初中2所、私立高中1所，

以及中师、中职各1所，小学25所，1931年1月30日，国务会议核准撤销了郑州市建制。直到

1948年解放前夕，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生产力发展低下，郑州城区面积仅有5．23平

方公里，人12 16．4万，其中工人只有2万余人、工业商业者29707，小店铺30多家，城区的住

宅居住面积41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5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极为简陋，城市没有自来

水厂，有公用水井42眼，城内15眼，多为咸水井，金水河上砖木小桥10多座，公厕15个，城内

没有公共汽车，仅有千余辆人力两轮黄包车可乘，大小道路有253条，除大同路是一条长728米

的水泥路外均为煤碴土路，街上常有“晴天沙尘飞，雨后水加泥”之状，只有德化街、大同

路、长春路、布厂街、铭功路、福寿街6条主要街道上安装有3l盏路灯，77棵行道树。仅有陇

海铁路公园一处，有私人经营的杜家、逯家花园各一处，居民庭院林木也少得可怜。虽有6公

里长的砖沟下水道，长年淤塞，污水横流，金水河、熊耳河年久失疏，污秽熏天。历史上黄河

多年泛滥决口。1938年蒋介石妄图阻止日军进攻，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给郑州近郊的东北部

留下了5000公顷的荒沙和400多座流动沙丘。郑州遭致“年年春冬，飞沙黄风、翕翳粉坠、弥

漫全城”。郑州历史上几经兴衰，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残酷剥削，城市生产经济发展缓慢，

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工人失业严重，城池凋敝不堪。

解放战争淮海战役决战前夜，郑州于1948年10月22日宣告解放(以下简称解放后)。

10月23日，中共中央电贺郑州解放。电文指出“刘伯承，邓小平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

同志：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平汉、陇海两大铁路枢纽为我掌握，对于

整个战局极为有利，特电致贺。”10月28日，在中共中原局直接领导下，郑州市人民政府宣告

成立。宋致和任市长，谷景生任市委书记，市政府成立的当天，邀请了郑州有关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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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多人，在市政府的小礼堂内(原郑州绥靖公署)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的“不仅要占领城市，而且要管好城市，建设好城

市”的号召下，在市委和市．,RJ-l的正确领导下，／4,．1948年10月至1952年，用了4#-多的时间，
恢复了城市生产、生活设施，发展国民经济，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解放之初，首先采用“生产自救”的方针，大力组织失业工人和市民就业，通过修桥、修
马路、做军鞋、织麻袋，以工代赈等办法，迅速安置了无业、失业人员就业。

1948年11月，市政府批准成立了郑州市市政局，同年12月成立了“郑州市兴华建筑公

司”，在市中心建成了宽阔的解放路，市政府拨100万斤小米成立钻井队，分别在市区各地打

成了甜水井30眼，全市人民吃上了甜井水，／A．止L结束了常吃苦水的历史。1950年成立了郑州市

城市建设局。1952年1月郑州市建设委员会成立，河南省政府牛佩琮副主席兼任主任委员。郑

州市政府宋致和市长任副主任委员，在省、市政府领导下有计划的进行了城市改造和建设工
作，在恢复经济的同时，组织科擞人员进行了郑州水文、地质、气候、防洪等情况勘测调查，

对城市进行初步规划，修建了解放路、德化街、西大街、二七路等—批城市道路，从此揭开了
郑州城市道路建设的序幕。同时先后建成了河南农业初械厂、农药厂、中原砖瓦厂、郑州电

厂、郑州面粉厂等国营企业35家。到1952年底郑州市年工业总产值达到9215万元，lrl51949年增

长2．8倍，每年递增56．9％，并新建了人民公园、碧沙岗公园、二七纪念堂、郑州人民影剧院、

公共厕所等公用设施，同时发动群众进行了治河治沙、植树造林工作。为了市民的安全，对居

住在金水河故道两岸的221家住户进行了妥善的搬迁安置。市．政肩--1发动上万民工，在金水河、

熊耳河两岸，营造了河岸林带，防洪防灾保护城市，对西起邙山东至中牟共71．42公里的黄河大

堤郑州段加厚加高了0．5～O．7米。1951年初市政府发出第一个文件《大力开展治沙造林的决

议》以来，城乡人民逐步营造了林带，对黄河故道沙区和郑州北郊大小沙丘进行治理。1954年

10月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郑州。从此，在城乡规划指导下，郑州市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州市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日趋加强，1,A1983年市带县

以来到1990年，全市已设有县区市镇25个，市城镇人口已达170．6万人。

郑州市城市规划工作不断发展和完善，已建立市区县规划机构12个，规划科技工作人员已

达300A．o

郑州市的规划工作。从郑州中心城市土地管理利用、空间布局、建设布置，到县区建制镇

的城镇网络体系，及2213个中心乡村规划体系，起到了郑州城乡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和“龙头”

的重要作用。20-世-幺650年代完成了郑州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工作，规划郑州市远期人口发展的

规模暂时控制在50万人以内。有力地配合了。·五”期间20余项重点工程的建设。20世纪60年

代第二次规划，规划城市发展规模为60万人，总用地面积为94平方公里。1966年进入文化大革

命动乱时期，把城市规划当修正主义来夯匕，不少资料丢失，规划人员只留—人。在省会历届规

划委员会的指导下，市委市8．g日-于1978年组织40名规划科技人员着手4q-／r编制郑州市新的城市

总体规划。1980年市人大七届十一次会议提出把郑州市建设成为“繁荣富裕、安定团结、清洁

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方针。1984年1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郑州市城市建设发

展总体规划》。从此，郑州市开始了又一个向大目标迈进的新里程。市区规划人口，1985年控

制在85万人，面积71．2平方公里。1985年以后，编制了“六五”、 “七五” “八五”城市建设

近期规划，完成了市辖100平方公里的15个分区规划和旧城改造规划及10个综合开发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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