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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撰史修志，存史资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但在郑州旧志书中，很少记载城市建设、园林绿化、建筑

业等历史发展的轨迹。现辟为“专志”，是对地方志事业的

新发展，也是标志城建、园林、市政、环保、建筑等事业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

要编修好社会主义《中原区城市建设志》，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是

一件锐意进取，，艮苦细致的工作。建国前，特别是民国时

期，郑州屡遭战乱，沙丘遍野，沟壑纵横，荒芜不堪。建

国后，郑州城市建设向西扩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经

“文化大革命”一场内乱，可供研究中原区城建的资料，几

乎荡然无存，工作难度颇大。编者为突出志书的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发挥她的“存史、资治、教化”作用；能

供有关部门制定城市规划及园林、市政、环保、建筑等工

作方针、政策和城市建设者参考；为一些想了解中原区城

市建设历史轨迹和现状的爱好者提供资料。本着详近略远、

立足当代、古为今用、放眼未来的编景原则，广泛采掘资

料，多方求教考正，作了一番艰苦的努力，《中原区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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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志》初稿于1988年12月与大家见面了。在志书中，编

者力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正确、客观、全

面地反映建国以来中原区的城建、市政、园林绿化、环境

保护、建筑业等工作的成就；反映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方针，发挥区、街、企事业单位在城

市建设的积极性；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特点。由于时

间仓促，加之编写人员少而且水平低，故志稿中疏漏谬误

百出。

1994年夏，为反映改革开放中城市建设的新成就，在

原志稿的基础上，又进行一次全面地、系统地修改、订正、

下延，使志书体例进一步完善，资料趋向丰富。全书共有

12章35节，计15．4万字。但由于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制约，

志书还会存在疏漏和谬误。敬请参加过中原区城市建设、关

心中原区城市建设的老领导、老同志以及方志界的同仁给

予批评，有待城市建设事业研究者及《城建志》续修者予

以补充斧正。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环保局耄蓑萋恚要
一九九五年五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祥近略远，突出时代特点，

达到继承历史，服务现实，有益后世之目的。

三、志书断限：一般始于1948年10月建区之时，下

限1994年12月底，个别内容因事而异，适当上朔下延。

四、志书采取章、节结构，各章并列，章下设无题序，

节、目横向编排，各类按条目顺序纵向记述。

五、志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表现形式，以

志为主体，图、表穿插于有关正文中，力求图文并茂。

六、本志叙述解放后，以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

为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为界。

七、称谓书写：各机关、团体等名称，第一次出现时

均用全称，以后出现时则酎情用简称。

八、人物章，采用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但可入志，

根据荣誉事迹，酌情开列名录(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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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料来源：一是区城建档案，二是《当代郑州市

城市建设》一书，三是有关单位提供，四是当事人座谈口

述记录整理等。



概 述

中原区，是郑州市辖六政区之一，是建国后瓤兴的以

纺织、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区。位于郑州市西部，地处伏

牛山前倾斜平原，北纬34。42’30”至34。51
7

30”，东经113。27
7

至113。37730”。辖区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西

南最高海拔t49，2米(自寨)，东北最低海拔98米(欢河

村)。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春季温暖干

旱；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多风。年平

均气温14．39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一2。C，最热月

(七月)平均气温27．36C。年降水量576—64l毫米j地下

水位较深，工程地质好，境内有贾鲁河、金水河、须水河、

索须河、西流湖、常庄水库、柳沟水库等，水利资源丰富。

辖区交通便利，310国道，陇海铁路东西横贯全镜，郑汴洛

高速公路从辖区西北部穿过。

中原区管辖的区域随着郑州市城市建设的发展，不断

扩大和变迁。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建立郑州市第一、

二、三区，中原区的前身为郑州市第三区。管辖范围是东

起南关，西至蜜蜂张，南起国棉二厂，北至大同路、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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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二马路、铭功路、大石桥以西。下设铭功路、蜜蜂张、

二马路、乔家门、小赵寨五个街政府。1954年8月，增设

岗杜街政府。区政府驻操场街。

1955年10月，三区更名为建设区。管辖铁路以西，西

至三官庙，南起小赵寨，北至小孟寨、十二里屯。下设蜜

蜂张、岗杜、小赵寨、建设路四个街道办事处。1956年增

设三官庙街道办事处。区政府驻蜜蜂张，1958年搬桐柏路

200号。1959年3月城市人民公社化，建设区下设大学路、

碧沙岗、纺织、三官庙、桐柏北路、中原西路、绿东村7个

人民公社。辖区为郑大路及郑大路以西。 一

1960年5月，建设区改为中原人民公社，下设建设路、

三官庙、纺织、桐柏路、林山寨、‘绿东村、·常庄7个分社。

将大学路：碧沙岗人民公社划归二七区。辖区东起嵩山路，

西至常庄，南起李江沟，北至五龙口。

1961年8月，城市恢复区街建制，中原人民公社更名

为中原区，将常庄分社大部划归市郊区。下设建设路、三

官庙、棉纺路、桐柏路、林山寨、绿东村六个街道办事处，

一个农业公社。’辖区东起嵩山路，西至西流湖，南起颍河

路(逐步发展至淮河路)，北至火力发电厂。1962年5月，

增设秦岭路办事处，1985年lo月，又增设汝河路办事处。

1987年4月，郑州市区划调整，将须水、沟赵、石佛、

大岗刘乡划归中原区，管辖范围是，东起嵩山路邻二七区，

西至卅里铺与荥阳县廿里铺乡相连，南与二七区的侯寨、刘

胡垌乡搭界，北与金水区和邙山区的古荥乡、老鸦陈乡相

邻，南北长约17公里，东西宽约16公里，总面积197．3平



方公里，其中城区约25 7 86平方公里。1994年有人口

114890户．，427965人，男217419人，女210546人，其中

非农业人口300120．人。
’‘

·

‘中原区具有明显的新兴城市区特点，城乡无明显边界。

中原乡及大岗刘乡大部分自然村，’位于城区之内，河南化

工学校、解放军一五三医院、中原制药厂、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须水工贸园区等则处在须水镇、石佛乡境内。

建国前，郑州西郊，地势起伏，沟壑纵横，仅有几座

村庄也颓垣断壁，周围系一片农田，更是荒芜贫瘠。

建国后，“一五”时期，郑州市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建设

城市之一，因此，西郊被列为工业区。国家在此确立大批

大：中型建设项目，地方也投资建设～批中、小型工业企

业，城市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事业也随之发展。辖区

经过40多年建设，已成为郑州市的综合工业区，区内集中

了纺织‘、印染、机械、电缆、磨料磨具、电子、电力、’化

工、医药、搪瓷以及造纸等行业；拥有大中型企业近百家。

回顾中原区城市建设历程，总体是严格按照郑州市城市总

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 ’

新兴工业区的建设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全国人民的

支援。1950年，国家在辖区北部建设火力发电厂，是苏联

援助项目之一，拉开了辖区城市建设的序幕。1953年1月，

郑州第一棉纺织厂开始兴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杨蔚屏、市

委副书记吕英在工地坐阵指挥。在机动车辆运输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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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市政府从搬运系统调集架子车千余辆，从郊区

调集马车百余辆，组成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El以继夜地

运输建筑材料。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制造的纺织主机，和

内蒙、佳木斯、重庆、昆明等地制造的附属设备，都提前

运到安装现场。上棉十七厂的龙头细布专家李继桢和上棉

二厂的劳动模范谢兰英等生产能手，响应党的号召，居家

迁郑，支援郑棉一厂。建国后河南第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国

营棉纺厂，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就建成投产。郑棉三、四、

五、六厂、第二砂轮厂、柿园水厂、郑州电缆厂、郑州煤

矿机械厂、郑州热电厂、郑州工程机械厂、郑州印染厂等

大中型企业相继建成。9个纺织、印染、纺织机械厂，构成

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第二砂轮厂是我国最大的磨料磨具

生产企业之一，年产量约古全国同类产品四分之一以上。发

展到1966年，中原区城市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己形成以纺

织、机械工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城市

建设注入了活力，又掀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汝河路、桐

淮、华淮等居民小区楼房林立，新颖别致；杜康大酒店、商

业大厦、新闻大厦等高层建筑象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向

高空发展，向立体化城市迈进；商贸城建设日新月异，中

原集贸市场、郑州纺织大世界、郑州粮油蔬菜批发市场等

市场建设星罗棋布；向多层次、多功能、规模化发展；亚

洲最大的中原制药厂建成投产；国家批准建设的“郑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初具规模，是郑州市对外开放的窗

口；须水工贸园区，是列入郑州市中心城“八五”规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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