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郑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黄帝以此为都，位于今郑州之新郑。 

郑州的标志：二七纪念塔郑州，是河南省省会，地处中华腹地，九州通衢，北临黄河，

西依嵩山。 

郑州的城市精神：博大、开放、创新、和谐 

繁荣的地摊经济，小贩的极乐世界 

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不挖沟就不叫郑州 

游少林寺，逛德化街 

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的“2009 中国城市分类优势排行榜”中，郑州市同时荣

登“2009 中国城市十佳诚信政府排行榜”和“2009 中国国际化城市排行榜”，分列两大榜单

第 5 名和第 22 名。 

新玛特总店已成为郑州市的名片，代表着郑州的形象。 

郑州是中国商战的发源地 

郑州现代物流业发展迅速，国家铁路货运中心，国家公路物流中心，中南邮政物流中心，

国际航空货运中心等 

郑州因此获得中国会展业最佳会展城市称号、中国最具潜力的会展新锐城市称号，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曾被授予中国展馆新锐奖。 

观星台位于登封市告成镇，嵩山风景名胜区的八大景区之一。 

2002 年被世界客车联盟授予最佳客车车制造商称号 

郑州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称号。 

郑州是我国公、铁、航、信兼具的综合性交通通信枢纽。 

郑州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国重要的公路铁路客货运中心枢纽，

最大无水港。 

郑州是全国 7 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国道 107 线和 310 线以及境内 18 条公路干线，

辐射周围各省市。 

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双拥模范城市    

国家一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    

全国路网枢纽中心    

全国八大铁路枢纽之一 

郑州之最 

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宋致和    

解放后第一任市委书记：谷景生    

第一届中共郑州市委：1926 年 9 月，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中共郑州市委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4 年 6 月 28 日—7 月 3 日举行，本届代表 250 人。    

首次开始户口登记工作：1951 年 2 月 14 日，市公安局即日起开始户口登记    



首次开通市长电话：1985 年 2 月 18 日    

首届月季花会：1984 年 5 月 7 日-22 日。    

首批知青下乡：1964 年 11 月 20 日    

最早的教会：1904 年，美国南部基督教浸礼会派美籍传教士陆德恩夫妇来郑州传教，

从此，基督教开始传入郑州。    

第一次建市：1928 年 3 月 18 日，河南省国民政府决定设立郑州市    

首次人工降雨成功：1977 年 5 月 7 日为解调用 4 门高炮发射碘化银催雨弹 376 枚    

最大的银杏树：郑州地区最大的银杏树是登封市法王寺的两棵银杏树，植于公元 71 年   

树龄最长的树：登封嵩阳书院内的两棵古柏，传为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

游嵩岳时，分别封为大将军和二将军。    

最高气温：1966 年 6 月 22 日郑州市最高温度达到 43℃。    

最低气温：1971 年 12 月 27 日郑州市最低温度达到-19.7℃。    

最大日降雨量：1987 年 8 月 10 日，郑州市日最大降水量 289 毫米，暴雨最大强度每小

时 110 毫米。    

最大月降雨量：1957 年 7 月，郑州市月降雨量 376.2 毫米，为年平均降雨量的 57.6%。   

最大年降雨量：1964 年降雨量为 1041.3 毫米，比平均年降雨量 652.9 毫米多将近 60%。   

最长的连续降雨天数：1958 年 7 月 10 日至 20 日，连续降雨 11 天。    

最少的年降雨量：1981 年降雨量为 375.9 毫米，只达到平均年降雨量 652.9 毫米的 60%。   

最长的无雨天数：1966 年 11 月中旬至 1967 年 2 月下旬，连续 90 多天无雨。    

最长的一次降雹时间：1962 年 6 月 24 日 17 时 42 分至 19 时 10 分，降雹时间长达 88

分钟。    

降下的个体最重的冰雹：1979 年 9 月 8 日，新郑县（今新郑市）观音寺乡盘谷寨村降

雹最大者重达 4 公斤。    

地面积雹最厚的一次降雹：1950 年 5 月，新郑县（今新郑市）杨庄区暴雨加冰雹 30 分

钟，地面积雹厚度为 10 厘米。    

最早的降雪日期：1978 年 10 月 28 日密县（今新密市）降雪。    

最晚终雪日期：1960 年 5 月 6 日郑州市区终雪。    

积雪最深的一次降雪：2009 年 11 月 12 日，郑州市区地面积雪 32 厘米。    

最大风速：嵩山有超过 40 米/秒的大风，郑州纪录为 24 米/秒。    

最高点：郑州市最高的山是位于登封市的少室山，主峰连天峰，海拔 1512.4 米。    

最低点：郑州市最低点位于中牟县韩寺乡胡辛庄，海拔只有 73 米。    

降落在郑州最重的陨石：1981 年 3 月，一颗重 13 公斤，呈灰褐色的陨石，降落在密县

超化乡金花泉附近。    

发生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 1814 年 1 月 10 日），荥

阳贾峪发生 5 级地震，震中裂度 6 度。    

第一条林荫路：1950 年修建的解放路是郑州市出现的第一条林荫路。    

第一块公共绿地：1951 年，在市区中心以彭公祠、胡公祠为基础兴建人民公园，市区

出现了第一块公共绿地。    

首批使用天然气的居民：1986 年 9 月 10 日，省民航局的 400 户居民的燃气设施安装完

成，10 月 3 日至 4 日通气点火成功，成为郑州市第一批使用天然气的居民。    

第一座自来水设施：1953 年 11 月 28 日，郑州市自来水公司成立，1954 年 1 月 1 日，

解放路（原惠芳里）水厂投产。    

第一座水厂：1954 年 9 月，动工兴建以贾鲁河为水源的第一座自来水厂——柿园水厂，

翌年 5 月 1 日，临时供水。    



第一个“引黄入郑”工程：1970 年 7 月 1 日，开始兴建邙山提灌站。    

城市道路第一座大型雕塑落成：1984 年 9 月，郑州市城市道路第一座大型雕塑“青春”

在沙口路落成。    

最早的电话：1912 年，民国交通部在郑州市初装 100 门磁石式人工交换机 1 部，装机

43 户。    

最早的长途电话通信网络：郑州长途电话通信始于 1922 年。    

首次与北京直通电话：1950 年 10 月 15 日，郑州与北京开始直通电话、与兰州异地通

长途电话。    

首次开通国际长途电话：1953 年 4 月 1 日，郑州首次开通至前苏联的国际长途电话业

务。    

市内电话首次使用自动拨号：1956 年 7 月 1 日，郑州市二七路电信综合大楼建成，自

动电话安装工程完工。    

最早办理港澳地区长途电话业务：1974 年月 12 月 1 日，郑州开始办理港澳地区长途电

话业务。    

市内首次安装公用电话：1953 年 12 月，为方便群众打电话，郑州市内开始安装公用电

话。    

自动电话号码第一次升位：1981 年 8 月 10 日，郑州市区内自动电话号码升位，改为 5

位号码拨号。    

首次安装投币式公用电话亭：1985 年 10 月 1 日，郑州市电信局首次在公共场所安装投

币式公用电话亭 10 个，并投入使用。    

首次推出 IC 卡公用电话：1997 年 8 月，第一批 500 部 IC 卡电话在我市公共场所安装使

用。    

首套无线传呼设备：1986 年 8 月，郑州在全省首先安装无线传呼设备。当年办理无线

传呼用户 109 户。    

第一家上星联网的证券公司：1993 年 5 月 26 日，全国第一家通过卫星双向传送股市行

情的证券商——国泰证券有限公司郑州营业部，开通了上海——郑州双向卫星通讯网。   

最早的公立职业学校：“荥阳养蚕传习所”；1902 年成立。    

最早的官办学堂：“郑州官立高等小学堂”；1904 年 7 月，郑州知州饶拜飏在东里书院

院址创办。    

最早的师范教育：1906 年“郑州官立中学堂”附设的“郑州师范传习所”。    

最早的职业教育：“京汉铁路实业学堂”；1906 年创办。    

最早的幼儿教育：1912 年，“郑州高等小学堂”附设一幼稚班，初创郑州幼儿教育。   

最早的私立小学：1912 年，基督教徒福建人魏亦亨在长春路南段，创建教会附属私立履光

小学。    

最早的女子学校：1924 年 11 月，赵星阶在平等街卢医庙创办郑县县立女子小学。    

最早的女子初级师范学校：1928 年 1 月，中州女子初级师范学校成立，校址在菜市街。   

最早的女子职业学校：1930 年，郑县开办女子职业学校；设挑花、缝纫、刺绣、编织等科，

校址在书院街最早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933 年 9 月，省立郑县工业职业学校在塔湾创办。   

最早的孤儿学校：1946 年 10 月，“国际救济委员会郑州孤儿实业学校”设立    

最早的托儿所：1949 年 8 月，市民政局创办第一个托儿所“郑州市立托儿所”    

最早的口吃矫正学校：1983 年在管城区十八里河乡创建的郑州市口吃矫正学校。   

最早的外国语学校：1985 年在陇海西路创立的郑州外国语学校。学校开设英语、俄语、日

语三个语种。    

最早的“公办民助”体制改革试验学校：“郑州中学”；1999 年 6 月被省教委正式批准



为“公办民助”体制改革试验学校。    

最早的“希望小学”：荥阳市杨桥希望小学；1994 年 10 月 27 日建成。    

最早办学校的企业：1952 年，郑州热电厂二中成立。    

最早的盲聋哑学校：1958 年该校创建，校址在郑州大学南街中段。    

首批西藏中学生班学生入学：1985 年 8 月 18 日，郑州市第四中学招收的首批 100 名西

藏日喀则地区初中新生抵郑入学。    

最早的私人创办中学：1989 年 7 月，河南省创新高级中学成立。始建在河南农业大学

子弟中学院内。    

最早的以人名命名的中学：1986 年新郑小乔乡王许村个体专业户王天喜为本村学校投

资 6.5 万元，新建校舍 28 间，为学校购汽车、拖拉机各一部。郑州市人民政府为其立碑纪

念，并命名该校为“天喜中学”。    

最早的师范学校：郑州师范学校创办于 1949 年 9 月。1980 年秋，郑州师范学校升格为

大专。    

最早的中专学校：郑州电力学校。1953 年 3 月，在原河南省郑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

基础上，合并中南五省 6 所高级工业学校的电机部，成立了燃料工业部中南电气工业学校（后

改为郑州电力学校）。    

最早的干部教育学校：郑州市人民政府干部学校于 1948 年 12 月 5 日成立。    

最早的普通高等院校：郑州大学于 1956 年 9 月成立，校址在大学路西侧。著名哲学家、

历史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委员嵇文甫出任第一任校长。    

首获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1981 年，郑州大学中国古代史等 7 个学科、河南农学院

的作物遗传育种等 2 个学科、河南医学院（2000 年并入郑州大学）内科学等 11 个学科、河

南中医学院内科学，四所高校 21 个专业首获硕士学位授予权。    

首获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1981 年，河南医学院（2000 年并入郑州大学）的病理解

剖学、耳鼻喉科学，首获博士学位授予权。    

首批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大学：1985 年，郑州大学首批接受日本留学生 25 名。    

最早的教育管理机构：1905 年 8 月，郑州劝学所成立。劝学所设立劝学员长 1 人，劝

学员 2—3 人。这是郑州最早设立的教育管理机构，1923 年改称教育局。    

第一个书店：1917 年前后，张仁甫在郑州大同路东段开设了“龙文书庄”    

首次放映电影：1915 年，洛阳商人刘某从海外购来放映设备和一些黑白无声原版电影，

在火车站对面的平阳里“北戏园”试映数天，这是郑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电影。    

第一个固定放映电影的场所：1920 年秋，位于苑陵街西头一露天大院内的基督教“青

年会”，开始作为营业性固定场所，对外放映国外的武侠、探险、色情影片。当时观众席地

而坐，已具有电影院性质。    

首部个人投资拍摄的戏曲影片：1985 年 9 月，由新密市袁庄乡农民李万同，城关镇农

民高振国、姬建立投资 50 万资助拍摄的传统豫剧《巧配鸳鸯》彩色影片，在新密市青屏剧

院首映。    

上演的第一部现代戏：1949 年元月，郑州明星剧院第一次以地方戏（河南曲剧）形式，

演出了现代剧《白毛女》。    

最早的影剧院：“东方红影剧院”；1949 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文工团兴建，

后由省军区改建为省军区礼堂，1951 年移交地方政府。 

黄河之都，黄帝故里——中国郑州 

郑州地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十省通衢 

天然油石矿矿质优良，是全国最大的油石基地之一 

郑州市是中国首批确定的三个商贸试点城市之一。 



第二章 郑州概述 

郑州的标志：二七纪念塔郑州，是河南省省会，地处中华腹地，九州通衢，北临黄河，

西依嵩山。全市总面积 7446.2 平方公里，人口 735.6 万人。现辖 6 区 5 市 1 县，一个国家

级新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

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中

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故里，商朝开国君主商汤所建的亳都，今河南省政治、经济、教育、

科研、文化中心。  

中文名称： 郑州  

外文名称： zhengzhou  

行政区类别： 省会  

所属地区： 中国中部  

政府驻地： 郑州市中原西路 233 号  

地理位置： 河南省  

面积： 7446.2 平方公里  

人口： 752.1 万(2009 年)  

方言： 中原官话郑开片  

机场： 新郑国际机场，郑州上街机场  

辖区 ：6 区 5 市 1 县、一个国家级新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  

政府 ：郑州市政府位于中原区。  

时间：北京时间（中国标准时间）。UTC+8。  

邮政编码：450000  

电话区号：（+86）0371  

汽车牌照：豫 A  

方言：中原官话  

市花：月季花  

市树：悬铃木（法桐）  

郑州（Zhèng Zhōu ），是河南省省会，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地处中华腹地，九

州通衢，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中国建城区面积和建城区人口第十三大城市，中国华中地区

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北临万里黄河，西依中岳嵩山。全市总面积 7446.2 平方公

里，人口 735.6 万。现辖 6 区 5 市 1 县，一个国家级新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个国家级

出口加工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国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故里，夏朝的都城阳城（郑州登封），商朝开国君主商汤所建的

亳都，今河南省政治、经济、教育、科研、文化中心。 

科学教育  

（一）高等院校 公办本科(12 所) 民办本科（4 所） 独立学院（含合作办学） 分校办

学点 军事院校 专科院校 （二）中学城市荣誉城市论坛对外交流  

国际友好城市 国内友好城市郑州之最郑州在中国展开   

 地理环境 

 郑州地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十省通衢。北临万里黄河，西依中岳嵩山，东、南接黄

淮海大平原，介于东经 112°42′-114°14′，北纬 34°16′--34°58′之间。郑州是一座

平原城市，属北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4.3℃，平均降水量 640.9 毫米。她四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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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各具特色，一年中 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7.3℃ ，1 月最冷，平均气温 0.2℃。   郑州

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现已探明的矿藏有煤、铝、矾土、耐火粘土、水泥灰岩、油土、

石英沙等 34 种；耐火粘土种类齐全，储量达 1 亿吨，占全省储量的一半；铝土矿储量 1 亿

吨，占全省的 30％；天然油石矿矿质优良，是全国最大的油石基地之一。    

全市总面积 7446.2 平方公里，市区面积（建城区）303 平方公里；郑汴新区规划总面

积 2127 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郑州市区（303 平方公里）的 7 倍大[3]。现辖 6 区 5 市 1 县：

金水区、二七区、中原区、管城区、惠济区、上街区，郑东新区，巩义市、登封市、荥阳市、

新密市、新郑市、中牟县。全市总人口 735.6 万人。 

气候特点 

郑州市是河南省省会，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东经 112° 42' -- 114° 14' ，北纬 34° 

16' - 34° 58' ，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 郑州地区属暖温带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4.4℃ 。7 月最热，平均 27.3℃ ；1 月最冷，平均 0.2℃；年平

均降雨量 640.9 毫米，无霜期 220 天，全年日照时间约 2400 小时。境内大小河流 35 条，分

属于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其中流经郑州段的黄河 150.4 公里。 

主要河流 

从北至南：黄河，东风渠，金水河，熊儿河；   

金水河贯穿郑州东南，沿大学路-金水路自西向东流，在两路口成约 90 度弯，贯穿郑州

帝湖花园（源头），人民公园，紫荆山公园，注入东风渠，沿河建有沿河公园。 

行政区划 

郑州市辖 6 个市辖区、1 个国家级新区、1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 个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1 个县，代管 5 个县级市。市人民政府驻中原区中原西路 233 号。   

郑州市 面积 7,446.2 平方千米，人口 735.6 万。邮政编码 450000。 

中原区 面积 195 平方千米，人口 61 万人。邮政编码 450007。 

区人民政府驻桐柏南路 8 号。   

二七区：面积 159 平方千米，人口 54 万人。邮政编码 450000。区人民政府驻政通路

85 号。     

管城回族区 面积 204 平方千米，人口 32 万人。邮政编码 450004。区人民政府驻商

城路 217 号。     

金水区 面积 242 平方千米，人口 81 万人。邮政编码 450003。区人民政府驻东风路

16 号。   

上街区 面积 64.7 平方千米，人口 23 万人。邮政编码 450041。区人民政府驻中心路

132 号。    

惠济区 面积 206 平方千米，人口 25 万人。邮政编码 450053。区人民政府驻开元路 8

号。    

国家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口 15 万。    

国家郑州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口 18 万.   

郑州航空港区   

郑东新区 面积 150 平方千米，人口 50 万人。邮政编码 450008。新区管委会驻金水东路。    

新郑市 面积 873 平方千米，人口 62 万人。邮政编码 451100。新郑市人民路 90 号     

登封市面积 1220 平方千米，人口 63 万人。邮政编码 452470。市人民政府驻嵩阳街道。    

新密市面积 1001 平方千米，人口 81 万人。邮政编码 452370。市人民政府驻青屏路 86 号。    

巩义市面积 1041 平方千米，人口 83 万人。邮政编码 451200。市人民政府新城区紫荆路。    

荥阳市面积 908 平方千米，人口 68 万人。邮政编码 450100。市人民政府驻索河路西段。    

中牟县面积 1393 平方千米，人口 69 万人。邮政编码 451450。县人民政府驻新城区商都大



道。 

经济建设 

经核算，2010 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GDP)4002.91 亿元，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 21 位，

中部六省第 3 位；比上年同比增长 13.0%；人均生产总值 4.9 万元。全年全市完成财政总收

入 64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386.8 亿元，增长 28.1%。全年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42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9%。 

市政建设 

在中央"中部崛起"战略指导下，郑州城市建设力度加大，城市面貌持续改观。中心城区

保护改造“三年一大变”目标基本完成。续建、新修多条各级道路，建设完成北三环—文化

路立交等重点工程，改造支路背街小巷 121 条，对全市红线宽 20 米以上的道路全部进行了

整治。新开、优化公交线路 55 条，新购运营车辆 303 台，新增供水管道 160 公里，新建、

改造雨污水管网 49.7 公里，市区新建公厕 102 座。全年新增绿地 700 余万平方米，新建公

园 8 个、游园 42 个。新污水处理厂等环保公共设施全面开工建设，垃圾综合处理场主要填

埋场建成投入使用。绕城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四城联创”成效明显，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工作胜利完成，并顺利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工作大多数考核

指标已达标。  郑州城市名片 

市区总体布局    

市区在黄河以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东，豫 04 公路以北，京港澳高速公路以西，选

择城市建设用地。以中心组团为核心，各组团之间留有绿地系统分隔，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

发展区。东西为主要发展方向。    

市区由中心组团、北部花园口组团、西部须水组团、东部圃田组团和东南部小李庄组团

组成，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布局。    

中心组团以调整改造为主，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各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结合旧区改造、商城保护、商务中心建设，合理调整用地结构。    

边缘组团分担市中心区部分职能。    

1、西部须水组团：以高新技术产业、加工工业、制药工业等大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用

地为主。    

2、东部圃田组团：陇海铁路以南布局加工工业、汽车配套工业、仓储站场用地；陇海

铁路以北以商贸、金融、办公用地为主。    

3、东南部小李庄组团：以工业、仓储、居住用地为主。    

4、北部花园口组团：以游乐、体育、科研、疗养和商贸、办公用地为主。 

商业贸易 

郑州市是中国首批确定的三个商贸试点城市之一。郑州商品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成立

的商品交易所，目前已经成为以农产品为主的交易平台，其期货产品如郑州白糖等，是国际

市场核心价格指导价之一，并已经与印度美国等交易所达成合作协议。    

郑州是中国商战的发源地。90 年初，以亚细亚为代表的大型商场曾引领了中国新的商

业模式。随着国际商家进入，原有的商业模式得到升级，以丹尼斯等为领航的新的购物中心

成为郑州商业的中心。目前郑州的大型购物中心数量已经超过杭州西安等城市，位于国内前

列。除零售业外，郑州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南北方的重要物流中心，华南商品通过郑州输往

华北东北西北等地。以郑州火车站商业圈为代表的郑州国际小商品城等批发市场，是中国承

接南北货物流通的重要窗口，以郑州陈寨为核心的农产品和花卉物流中心，其价格直接影响

中国北方区域相关产品价格。    

郑州现代物流业发展迅速，国家铁路货运中心，国家公路物流中心，中南邮政物流中心，

国际航空货运中心等工程促使公路港、铁路港、航空港“三位一体”的物流体系逐步形成。



总投资 22 亿元的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是华中区域最先进的会展场馆，目前由香港会展公司经

营，每年举办的国际国内大型展会达数十次。郑州因此获得中国会展业最佳会展城市称号、

中国最具潜力的会展新锐城市称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曾被授予中国展馆新锐奖。    

郑州的商业历史是分割的。早商时期，郑州是著名的商埠，后逐渐衰落，尤其是历史上

开封洛阳两大城市的影响，使郑州的商业地位逐渐减弱。二十世纪，随着京广陇海铁路交汇

于郑州，使这座城市重新繁荣起来。楚商，晋商，徽商等汇集在郑州，使其一度成为华中以

及华北的重要商业聚集地。德化街等都是郑州传统的商业街道。日本侵华时期，郑州由于遭

到日军轰炸占领，商业地位一度低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到逐步发展。中国改

革开放后，郑州的交通地位决定了其在商业上的重要位置。现在，郑州从商人员来自中国各

地，尤其是火车站地区，浙商所占比例高达全部商铺的 70%。   郑州是河南省对外对内

贸易的主要窗口。中国在郑州设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郑东新

区三个国家级商业经贸区。 

工业建设 

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郑州市工业经济运行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

全线飘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1992 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 50 强、投资硬环境 40

优城市行列。     

郑州市在纺织、机械、建材、耐火材料、能源和原辅材料产业上具有明显优势。有色金

属、食品、煤炭、卷烟等为主导产业。郑州是全国纺织工业基地之一，是全国重要的冶金建

材工业基地，氧化铝产量占全国一半左右；机械工业拥有亚洲最大的磨料磨具企业-白鸽集

团。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中部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最先进的客车生产企业，2002

年被世界客车联盟授予最佳客车车制造商称号。    

郑州市大力实施扶优扶强、产业园区建设和科技自主创新工程，工业经济实现了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2007 年全市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 1166.9 亿元，增长 20.8%。其中，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923.8 亿元，增长 24.3%；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3263.3 亿元，增长

40.2%；实现利税 579.9 亿元，增长 57.7%。全市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新增 236 户，达到 759

户，宇通公司、中铝河南分公司、河南中烟公司、郑煤集团、豫联集团、郑州供电公司销售

收入超百亿元。全年完成工业投入 532.6 亿元，增长 63.2%。中铝公司郑州铝加工厂年产 12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材、天津顶新公司康师傅食品基地三期等一批重点项目竣工投产，郑州日

产年产 1.3 万辆 MPV 多用途乘用车和 1.2 万辆 SUV 乘用车项目新车下线，郑州东 500 千伏

输变电工程顺利开工，燃气电站 2×39 万千瓦机组等一批电源项目建成投产，全市全年新增

装机容量 169 万千瓦，总容量达到 606 万千瓦。重点企业战略重组迈出实质性步伐，省投资

公司重组中原制药厂；郑州轻汽与海马集团、郑缆集团与中科英华成功实现了战略重组；棉

纺企业战略重组稳步推进，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企业逐步走出低谷。海力特、威科姆、方欣

生物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增加值 323.4 亿元，增长 33.7%；

全年专利申请 5214 件，增长 55.1%。郑州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称号。 

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在完成了农产品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围绕城郊型农业的特点，大力

发展高效农业、商品农业，初步构筑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

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使农业生产由传统的自给半自给农业跨过温饱型农业，开始向商品化农

业的转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郑州每年均不断加大农业投入，2007 年市财政全年用于“三农”的总支出达到 36.6 亿

元，增长 32.7%。继续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共发放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各

项资金 1.9 亿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全面丰收，总产量达到 171.1 万

吨，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农业产业化经营稳步推进，全市已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959 个，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 216 家。农业对外开放水平不较高，全市农业出口创汇企业

达到 31 家，完成出口创汇 6754 万美元，增长 19.5%。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全年投

资 1.4 亿元解决 36.1 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新建集雨水窖 1 万个，新建沼气池 5 万座，改

扩建农村公路 1056 公里，解决了贫困地区 1 万人的温饱问题。继续实施“百村示范、千村

整治”工程，新农村建设成效明显。确定的 104 个示范村都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有 94 个

村制定了村庄建设规划，“五通”、“三有”建设项目基本完成。20 个重点示范村建设基本达

到标准，整治村的村容村貌发生较大变化。    

交通运输    

郑州是我国公、铁、航、信兼具的综合性交通通信枢纽。郑州位于全国经济地理腹地，

具有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战略作用。郑州位居全国中原经济区中心，是沟通、促进全国各

经济区交流、联合的中枢之地，是崛起中的中国中部的中心城市。 

铁路 

郑州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国重要的公路铁路客货运中心枢纽，

最大无水港。京广铁路、陇海铁路两大干线在此交汇，周围还有京九、焦柳、月石、平阜线

通过，形成三纵三横干线框架。郑州目前拥有 3 个铁路特等站：郑州北站是目前亚洲作业量

最大的铁路枢纽编组站；郑州东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零担货运站；郑州站位于市中心，是全

国最大的铁路枢纽客运站之一，有列车可直达国内 25 个省、市、自治区。    

郑州客运东站（郑州高铁新火车站）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开始施工在建世界最大的时速

350 公里高速铁路十字枢纽火车站，东站位于南北大动脉京港高铁客运专线和东西欧亚大陆

桥徐兰高铁客运专线的十字交汇处，总面积大概近 40 万平方米，有站台 16 座，共有 34 条

股道。其中正线 4 条、到发线 30 条。项目投资 75 亿多元，总工期 30 个月。郑州客运东站

以“城市之门”的建筑形式为主题，突出“莲鹤方壶”、“双连壶”的和谐构图，体现出中原

文化“沉稳、厚重、包容、大气磅礴”的精神。 

郑州 BRT 

郑州 BRT 于 2009 年 5 月 28 号开通，2010 年 5 月 28 号郑州 BRT 实施一周年，总运量便

达到 6977 万余人次，运营里程达到 1640 万公里。 郑州 BRT 共有 1 条主线，12 条支线。主

线为二环环线，途经农业路，桐柏路，航海路，未来路，中州大道，全长 30 公里，设有中

央专用道以及中央侧式站台。支线全长 168.5 公里，覆盖郑州大部分城区。 

公路 

郑州是全国 7 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国道 107 线和 310 线以及境内 18 条公路干线，

辐射周围各省市。在“八五”期间，先后建成了郑州至开封、洛阳、许昌的高速公路、西环

路、北环路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市内立交桥 10 座，新修和改造了几十条市内道路。国道

107 贯通南北、310 横贯东西，在郑州交汇形成全国公路主枢纽之一，南北大动脉京港澳高

速向北可达北京，向南可达广州、香港等地，东西大动脉、欧亚大陆桥连霍高速向西可到西

安、乌鲁木齐等地，是我国公路运输的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如今，郑州至开封、焦作、许昌、新乡等多个地市开通了城际公交线路。并逐步推广至

各个地市。    

郑州到洛阳的旅游车每天从京广路汽车站发车，每隔十分钟一班，约 2 小时可到。从郑

州火车站对面的长途客运站有车可到嵩山少林寺，车程 3.5 小时。早上发车。    

新公路客运站位于现在的 107 国道辅道以东、嘉园路以西、七里河南路以南、动力北路

以北，在新郑州火车站东北角，由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公路客运站、郑州交通产业服务中心、

郑州交通信息服务中心三部分组成郑州新公路客运站建筑容量约 5 万平方米，投资约 5.34

亿元，预计 2009 年底开工建设，2011 年建成，与新郑州火车站同时投入使用。新公路客运

站设计方案屋面形似古琴，屋面上长长短短的天窗如同古琴上拨动的琴弦。东边公路客运中



心似“古琴”，西边的新郑州火车站似“鼎”，一琴一鼎共筑郑州门户形象。 

航空 

河南民航的发展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1956 年建立郑州航站，正式开航运营，1960 年

在航站基础上组建民航河南省管理局，但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发展极其缓慢，当时

的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不足 2 万人，年货邮运量仅 1000 吨。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的民航事

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旅客吞吐量、货运量以 20％以上的速率递增。 

1985 年，当波音飞机第一次降落在郑州机场时，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如今中外航空公

司各种先进飞机如波音 777、空中客车 A320、麦道 90 等穿梭于郑州至各地间，高效、快捷、

舒适、方便的服务赢得了旅客们的赞誉。    

八十年代，由地方（省交通厅）组建的中原航空公司及根据政企分离、1992 年从省局

航空大队分离出去而成立的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河南公司，成为机场的基地公司，经过数

年的发展，到目前为至，共拥有 9 架波音 737、2 架运七飞机,基本满足了河南民航客货运输

的需要。1997年8月28日，由省、市政府和民航总局联合投资新建的郑州新郑国际机场（CGO）

的通航，结束了郑州地区不能起降大型飞机的历史。新机场按照国际现代化机场的标准设计、

施工及装备。 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4E 级，可满足波音 747-8 型客机的全载起降要求。面积为

46000 平方米的宽敞明亮的候机楼及 10 万平方米的大型停车场为旅客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与

休闲环境。   

现在，23 家航空公司在郑州开通了 61 条航线，每周执行航班 548 个，可直达除西藏、

青海以外的包括港、澳在内的全国各省市共 48 个城市。并相继开通了日本、俄罗斯、新加

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不定期包机航线。从此，郑州机场跨入了全国重要枢纽机场行列。

一个以郑州为中心，四通八达辐射全国的航空运输网已经形成。    

由深圳航空于 2007 年和美国最大的支线航空公司——梅莎航空集团、美国山岳信托公

司共同出资 5 亿元组建的鲲鹏航空于 2007 年 9 月 28 日正式开航，初设基地机场是西安咸阳

机场。2008 年 6 月，深圳航空和河南省政府签署协议，将基地和公司总部从西安搬到了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 

第三章 历史沿革 

 郑州商城遗址 

郑州历史悠久。早在 3600 年前，这里就是夏、商王朝的都邑，夏、商、郐、管、郑、

韩 6 次为都（登封、新密、郑州、新郑），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在此设州，

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和“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3600 年前，这里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

之一。    

辖区内发现有距今 8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距今 5000 年的大河村、秦王寨

等多种类型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遗址。据史籍记载，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为“有熊氏”生于

轩辕之丘（河南新郑），部分学者认为轩辕之丘指现在郑州下辖新郑市。    

《史记．周本纪．集解》记载，「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在阳翟」。 夏代曾建都于阳

城（今郑州登封市）。春秋战国时期，郑、韩先后在新郑建都（为当时周王朝的诸侯国），长

达 500 多年。秦汉时期，郑州地区始置荥阳、巩、京、新郑等县。之后，历代先后在郑州地

区设置荥阳郡、北豫州、荥州等。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将荥州改为郑州。隋开皇十六

年（公元 596 年）置管州治所，州治位于今天的管城区。北宋建都汴京后，郑州属京畿路（今

开封市），崇宁四年（公元 1105 年），建为西辅，成为宋代四辅郡之一。金代，隶南京路（今

开封市）。金贞祐四年（1216），管城更名故市，后复名管城县。清雍正二年（1724）郑州升



为直隶州，隶河南省。明初，郑州划归开封府。清代，郑州为郑县。    

20 世纪初，由于平汉和陇海铁路在郑州交汇，郑县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23 年，郑县

爆发了“二七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显示了中国工人

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纪念这次大罢工，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建有“二七”纪念堂；市中心建有“二七”广

场和“二七“纪念塔。这是这座英雄城市的光辉象征。因此，郑州就以“‘二七’城”著称。

现在市中心已经形成“二七商圈”，是郑州市内商业活动最发达的地区。1913 年改郑州为郑

县。1928 年改郑县为郑州市。1931 年撤市复改郑县。1933 年为河南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驻地。1948 年 10 月 2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郑州，设郑州市。1954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

由开封迁入郑州，郑州成为河南省省会。    

悠久的历史给郑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全市有各类文物古迹 1400 多处，其中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 26 处。嵩山风景名胜区是全国 44 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和全国文明风景旅

游区示范点，“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就坐落在嵩山脚下，威震海内外的少林功夫从这里走

向世界。这里还有我国最早的天文建筑周公测景台和元代观星台、中国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

阳书院、我国现存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中岳庙等。在郑州周围，还有星罗棋布的古城、古文化、

古墓葬、古建筑、古关隘和古战场遗址，著名历史人物轩辕黄帝、列子、子产、申不害、韩

非子、郑国、陈胜、张良、潘安、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高拱、李诫、李驰航等出生在郑

州所辖县市。    

中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聚居地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早期的炎黄二帝开始，郑州

拥有一批在中国文化史、艺术史、冶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遗址。    

郑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黄帝以此为都，位于今郑州之新郑。夏朝初年为都，即

今郑州之登封、新密。在商朝时为早、中期的都邑，为亳都、隞都。  

东周时期为郑国和韩国的都城。不计黄帝时期，作为都城计 381 年。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早于“安阳殷墟”的商城遗址，有包含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代文

化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内容的大河村遗址，有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历史空

白的裴李岗遗址，还有对研究我国冶金史具有重大意义的古荥冶铁遗址等。所涉及的年代上

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汉代，这些遗址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构成、中国先民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四章 文化艺术 

青龙节  

农历二月二日，俗谓之龙抬头，称为"青龙节"或"春龙节"。北方地区的二月二，与春季

第三个节气"惊蛰"联系在一起，增加了"龙抬头"的内容，逐渐演变成祈求丰收和驱除虫害为

主要内容的节日，苑城一带盛行打囤和炒蝎豆。 

  打囤，即象征性地建粮仓，又称打灰囤。用草木灰（当地俗称小灰）在庭院里洒上若干

粮仓形状的图案。二月二日清晨，太阳未出前，由汉家人用簸箕盛上草木灰，用一木棒轻轻

敲打簸箕边沿，使灰慢慢落下，边打边走，围成一个圆圈，即为粮囤。圆圈封口处要朝院门

里，意谓财不外流。然后抓一把粮食（麦、谷、豆等）放在囤中央地上，上面盖一块砖头或

陶瓦片。一般要打三个囤，各为麦子囤、谷子囤、豆子囤。灰囤外沿，还要用灰撒上挮子形

状的图案，象征囤高粮满，预兆丰年，当地有"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之农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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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锣鼓 

亚武天锣可行进表演亦可站场表演，它阵容庞大，雄壮激烈，激昂感人，以气势见长。  
齐天圣鼓常用于站场表演，乐曲结构灵活，鼓点多变，鼓手在表演中摹拟猴子种种机智

灵巧、滑稽可爱的动作，边演奏，边舞蹈，大抵一组猴鼓乐队为 15 人，猴王一人，打锣击

鼓，显得异常活泼热闹，引人入胜；程村女子锣鼓动作优美，充分发挥女性特长，鼓点流畅

自如，热情奔放，多为行进表演；湖滨区威风锣鼓，气势恢宏，讲究队列变幻，多为站场表

演。 

第五章 旅游景点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21 年在河

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至 3000 年。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是在河南省郑州市邙山区古荣镇孙庄村发现距今

5300～4800年，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 

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城距今 5300～4800 年，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圆形，最

大径 180 米，面积约 34500 平方米，城内建筑基址多有奠基坑，用瓮棺葬埋葬儿童，已发现

窖穴与灰坑 2000 余座，出土大量各类遗物。遗址面积大、堆积厚，时代跨越了仰韶时代早、

中、晚三个时期，是豫中地区为数不多的经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遗

址出土数量众多、错综复杂的遗迹、遗物，为我们研究仰韶时代豫中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特

征、文化性质、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丧葬习俗、生态环境、与周边文化关系等诸多问题提

供了详尽的实物资料。西山城址距今约 5300 年至 4800 年，是当时国内发现年代最早、建筑

技术最为先进的早期城址。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

开启了后代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其建筑方法、形制结构无疑对中国古代城址的建筑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示了巨大的进步和创造力。西山城址的发现不仅仅对于探讨中国早期

城市的起源，而且对于研究华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区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聚落形态,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作为一种宏观的地理现象，又

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它所代表的文化现象，被称做“城邑文化”或“防御文

化”。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我国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共约 40 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

两河流域。其代表性城址为:河套地区的内蒙古包头市阿善和凉城县老虎山；中原地区的河

南安阳市后岗、淮阳县平粮台、登封市王城岗、郾城县郝家台、辉县市孟庄;海岱地区的山

东章丘市城子崖、寿光市边线王、邹平县丁公、临淄市田旺、滕州市西康留、茌平县的教场

铺、大尉、东平铺、尚庄、东阿县王集，以及阳谷县的景阳岗、王家庄、皇姑冢;巴蜀地区

的四川郫县、新津县宝墩、温江县鱼凫、都江堰市芒城；江汉地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

天门市石家河、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石首县走马岭等。除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

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及长江中游“考古怪圈”中的屈家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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