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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30 年河东，30 年河西。今天
的回郭镇，又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曾经
到过回郭镇取经的温州、无锡等地现已发
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但作为源头的回郭镇在河南
的影响与往日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审
视自身，回郭镇人多地少的矛盾至今也没
有解决，存在发展空间有限、小城镇建设
滞后、企业产品过于粗放等问题。

回郭镇人是清醒的。从记者几天的接
触来看，从政府领导到企业负责人再到普
通老百姓，谈起自己和江浙等先进地区的
差距，每个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谈到自
己几十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时而慷
慨激昂，时而扼腕叹息，时而心痛不已。

针对现在的发展中的“硬伤”，回郭镇
人开始全面反思，政府也开始运用他们的

“有形之手”去抚平。
“回郭镇人是聪明的，其中蕴藏的创新

能力不可小视。”谈及自己服务的百姓，回郭
镇党委书记李小虎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就我们政府而言，关键就是多做一些打基
础、利长远的事，就像李显白老先生当年做
的一样。这样的话，可能一两年作用显不出
来，但总有一天事实会证明我们做得对。”

他们认为，回郭镇之所以这些年发展
慢了，首先是思想慢了，其次是产品的科
技含量不高。回郭镇的发展一直是内源
性经济为主，企业家的观念还显得较为保
守，大多是“滚雪球，老母鸡下蛋”，一个

“创业元老”的眼光可能就能决定整个企
业的命运，巩义已经有6家企业上市了，但
回郭镇却没有一个。为此，从上世纪90年
代开始，回郭镇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全镇的
企业家去做一次“东南飞”，低头向自己曾
经的“学生”学习。明泰铝业再次尝试去
做“领头雁”，开始走上市发展之路；顺源
铝业积极去“傍大款”，放弃自己的一些股
份，和全省工业企业的老大永煤集团搞起
了战略重组；政府积极发挥“红娘”的作
用，在铝加工企业中牵线建立行业协会，
减少火并，抱团发展，并加快与电力、氧化
铝、铝锭等“上游”企业战略合作。

另外和回郭镇GDP增长不和谐的，是
这个主要依靠民营企业发展的中原名镇
的市政建设非常落后，回郭镇至今还没有
一家像样的宾馆和饭店，坑洼的街道、错
杂的民房、触目的垃圾，和居民家里华丽
的陈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更谈不上什么
时尚元素。“一来大客户，洽谈好项目就得
赶紧把人家送到市里住下，家丑不敢外扬
呀!”说到这里，一个企业负责人一脸苦笑。

据了解，多年来，回郭镇的数任决策者
曾多次实施城镇改造计划，但都由于政府
资金紧张而流产。一边是周边城市越来越
有吸引力，经济“黑洞”作用显现；一边是回
郭镇自身的脏、乱、差。“再不努力，回郭镇
将有成为空城的危险。”李小虎说。回郭镇
领导班子彻底拿出来了拼的豪情，有钱建，
没钱借钱也要建，从2004年开始再搞城镇
建设，回郭镇除了向省里、市里申请资金
外，剩下的资金多是来自镇政府的借贷。

“现在，回郭镇决定走‘发展园区、围
绕园区建小城’的路子，在 10 年内把园区
打造成为 20 平方公里规模的国家级铝加
工产业基地，环境改善以后，不仅能吸引
外来的企业，原来外出发展的也会回流。”
李小虎告诉记者。记者看到，回郭镇园区
规划已经进入初步实施阶段，他们将参照
先辈们“借地发展”的经验，有望把邻近芝
田镇的一些企业和土地纳入其中。“五路
两园”、“五路一渠”工程等正在加紧施工，
群众休闲娱乐的地方将多起来，“水淹回
郭镇”的现象也将一去不复返了，铝加工
交易市场、星级酒店、污水处理场、垃圾处
理场等的建设也已经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还有一个就是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只能以量取胜的问题，回郭镇制订了“做精、
做深、做透铝板带箔，十年不动摇”的目标，
发展PS板基、CTP板基、易拉罐料、单双零
箔等高端产品，拉长产业链，力争早日晋升
国家级铝加工产业基地。他们鼓励企业与
科研院所联姻共同发展，抢占市场制高点，
增加企业效益。

“规划建设中的郑州至西安高速铁路
巩义站将建在我们回郭镇，山西援助河南
的煤气也会专门给我们回郭镇建一条支
线，这样的话，回郭镇长期发展的一系列
问题都将缓解和解决。”李小虎告诉记
者。目前，河南省政府准拟设立 200 家重
点工业园区，回郭镇正在积极申报，希望
直接纳入全省发展的大“盘子”，借此解决
企业用地难和园区规模扩张问题。

“只要能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2018
年，这里将实现‘工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
成为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的新型
工业园和现代化新城，回郭镇将再度辉
煌。”李小虎讲起这些来，显得信心满满。

回郭镇耕地只有 3.7
万亩，却有 8.5 万常住居

民，一边是河，一边是岭，

坡多沟多，人均耕地不到

半亩，也没有什么值得称

道的矿藏。

但这里却笼罩着许多

耀眼的光环。2007年，这

里创造出了 41 亿元的生

产总值，工商税收 2.11 亿
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555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 7729元，综合实力名列

全省十强，2006年跻身全

国千强镇。该镇先后荣获

“河南省改革发展建设综

合试点镇”、“河南省发展

乡镇企业先进镇”及“外商

眼中的河南最佳投资乡

镇”等多项荣誉称号。

这里曾经被毛主席誉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是全国争相参观学习的榜样；这里也曾成为全国劣质电线的重灾区，被各地“围剿”；今天，这里的经

济规模和税收，全国的很多县(市)都难以望其项背。这就是回郭镇，一个改革开放30年来历经起伏，愈挫愈勇，但却充满梦想、热情、毅力和希望的地方。

日前，记者在回郭镇民营科技园区看到，冒着凌厉的寒风，园区“五路一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这项投资4000余万元基础设施的工程竣工后，将使这个

年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的工业园区的抗洪防涝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随行的回郭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年前这里曾产出数量不菲的劣质电线，15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麦田，26年前的大洪水也曾在这里流过，但如今这里却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铝板材加工基地。

这里的位置并不显眼。自郑州沿 310
国道往西，往西，在即将进入洛阳市界时，
才进入了回郭镇50平方公里地界。

这里的资源说不上丰富。回郭镇耕地
只有3.7万亩，却有8.5万常住居民，一边是
河，一边是岭，坡多沟多，人均耕地不到半
亩，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矿藏。

但这里却笼罩着许多耀眼的光环。
2007年，这里创造出了41亿元的生产总值，
工商税收2.1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5559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729元，综合实力名
列全省十强，2006年跻身全国千强镇。近年
来，该镇先后荣获“河南省改革发展建设综
合试点镇”、“河南省发展乡镇企业先进镇”
及“外商眼中的河南最佳投资乡镇”、“郑州
市小康镇、重点镇”等多项荣誉称号。

这里实际上也并不缺乏故事和传奇。
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夏朝曾在此建
都，还有学者考证，这里就是翩翩才子曹植
看到洛神的地方。

但让回郭镇人最津津乐道的，却还是
这里传承千年、早已生根的经商传统。原
回郭镇文化馆馆长、镇政府党办主任孙志
威老人对记者道出了其中缘由：“回郭镇人
为啥不像河南其他地方的农民那样祖祖辈
辈种地？那是被逼无奈！”回郭镇地处豫西
浅山丘陵地带，“岭上十年九旱，滩地三年
一涝”，农民靠种地养家糊口、发家致富并
不现实。清末民初，为发展民族工业，当地
以李显白为首的革新派人士率先创办了公
立学校，建立了棉纺织厂，传播先进文化和
科学技术知识。

20世纪 40年代，回郭镇就有了自己有
记录以来的第一个主导产业——卷烟业。
最高峰时，全镇烟厂达到50多家，光为这些
烟厂发展配套的铁工厂就有十几家(主要生
产卷烟机械)。大部分烟厂还采用了半自动
化的“装备”，生产效率普遍高于其他地方，
产品更是远销全国各地。靠这些烟厂的支
撑，当时的回郭镇一街两行遍布粮店、花行、
药店、杂货店、京货沽衣、客栈等，这些店铺
与分布四周的大小工厂遥相呼应。

上世纪 50 年代的创新冲动。建国以
后，和其他地方一样，回郭镇原来的私人企
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所有工厂变为国
营。但回郭镇人的创新精神没有随政权的
更替而淹没，伊洛河里不能行船了，就搭上
不远处的陇海铁路发展，他们还做出了一
项今天看来都非常超前的举动——异地扩

张。为解决能源和运输问题，1952年，他们
自己筹资购买地皮，在伊洛河另一侧的偃
师县山化乡建成了回郭镇火车站，并办起
了全国第一个小火电厂。

上世纪70年代的重新崛起。人民公社
化后的一段时期，原有企业“遭受到不同程度
的摧残”。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农村
还处在一片“农业学大寨”的浪潮中，但回郭
镇就能做到“给点阳光就灿烂”，在毛主席有
关“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
也要集体办些小厂”等五七指示中找到了感
觉，利用以往发展工业留下的基础，经过简单
恢复和改造，迅速崛起了一批社队企业。

“最有名的是建在偏僻的沙沟河的五
七化工厂，当年投资，当年盈利。”原回郭镇
化肥厂厂长王占高说。建成五七化工厂之
后，回郭镇利用“滚雪球”、“母鸡下蛋”的办
法，又先后投资办起了化肥厂、棉纺厂、铸
造厂、砖瓦厂、电器厂、第二化工厂等企
业。这一切，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回郭镇人把工厂都建在不易发现的山沟
里，先后有机械厂、炸药厂、化肥厂等。到
1974年 10月，回郭镇的社队企业已由最初
的6个发展到了57个，全镇到处厂房林立，
原来条件并不优越的河滩地和丘陵地也都
全部变成了亩产可观的“水浇地”。

隐藏得再深也终有被发现的时候，回
郭镇的红火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74
年春，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维群赴
洛阳开会途中经过回郭镇，突然看到这里
地块平整，庄稼喜人，拖拉机轰鸣，一片繁
荣景象，与当时其他地方截然相反，回郭镇
的名字因而深深地印到了他脑海中。回去
以后，他当即指示让《河南日报》派记者下
去调查一下，当记者杜贵宝、通讯员牛玉乾
撰写的关于回郭镇《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
工业促农业》的长篇调查文章送审到王维
群手上时，他立即大笔一挥，批示了四个大
字——“突出发表”。

几经波折后，这篇调查文章也得到了
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回郭镇大办“五小”企
业和社队企业的经验，终于被毛泽东主席
看到并亲笔圈阅批示，经第二次复出的邓
小平同志批准，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
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
希望》为大标题，详细介绍了回郭镇“围绕
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典型经
验，而配发的评论员文章则称:“回郭镇人
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中国的国门缓缓地向全世界打
开了。中国的南方地区得风气之先，
温州、苏南、长三角地区借着这一契
机，迅速发展起来。而千里之外的回
郭镇，虽经受住了三次打击，但他们愈
挫愈勇，更加坚定地沿着自己选择的
道路一直向前走去。

第一次，今天看是因祸得福；而后
两次，就是真正的“考试”了。

1982 年秋天，洛河暴涨，整个回
郭镇成了一片泽国，7个行政村被淹，
4000 多间房子倒塌，数万人无家可
归，受影响最大的是社队企业，大水几
乎将所有的工厂冲毁了。

这次事件成了回郭镇企业发展
史上的“分水岭”。从此开始，回郭镇
社队企业的集体性质开始向私营经
济转变。回郭镇人在无意之间，又创
造出了庭院经济、非公经济的新模
式。回郭镇民营科技园区办公室主
任邵泓葳说，对于这场天灾，“回郭镇
人没有被打倒，倒是利用在社队企业
学到的技术、积累的资金、培养的人
才，在废墟上盖起了厂房，办起了工
厂，开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发展
模式”。

“从这以后，集体企业开始向民营
经济转变。”今年已经70多岁、曾经长期
在社队企业担任负责人的王占高说，“这
场水灾，让回郭镇人又一举打破了农村
工业只能集体办的思维定式，创造出了
非公有制经济的雏形。”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村民还合伙办起了签订有股份协
议的股份制企业。

短短时间，回郭镇民营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当年，这里

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一个人
发现一个自认为的好项目，经过亲属
好友的口口相传，可能几天之后一个
新的厂子就上马了。一大批经营销售
玻璃纱、棉纱、废塑料、废铝线、废铜等
的专业市场，大量的电缆电线、化工化
纤、机械加工等私营企业就是在此期
间形成，一些现今在回郭镇叱咤风云
的企业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掘得了自
己的“第一桶金”。

据资料介绍，原料和生产工艺都
相对简单的电线电缆成为当年回郭镇
的主导行业，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
70%以上。回郭镇当时开办工厂1691
家，仅生产电线电缆的个体厂家就有
1000多家，全镇呈现出“家家办工厂、
户户机器响、老少齐上阵、妇孺闯市
场”的景象。

据统计，回郭镇1992年工农业总产
值突破10亿元大关。而此时，邓小平同
志刚刚南巡讲话不久，包括很多南方城
市的个体、民营企业也刚刚起步，还处在
小理发店、小餐饮店的起步阶段。

发轫早、成长快，回郭镇成为当时
全国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领跑全国
经济潮流。

作为领跑者，一南一北，“中国两大
‘镇’：深圳、回郭镇”的说法开始流传。

回郭镇人的“热情”仅仅持续到
1992 年，一次“大考”就不期而至。
由于受利益的驱使，当地一些小电
线厂出现了严重的假冒伪劣现象。
1992 年，“中国质量万里行”几乎是
第一站就到了这里，回郭镇遭到了大
曝光。“回郭镇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
轰动，然而这次的轰动，和先前人民
日报发表先进经验，形成了巨大反

差。”回郭镇党政办主任李秀鹏说。
在铺天盖地涌来的批评声浪之中，

回郭镇的电线行业几乎遭到了灭顶之
灾。原河南日报记者、《伟大的光明灿
烂的希望》的原创人员之一姬业成在一
篇纪念文章中写道:“我再次回到回郭
镇的时候，正是家家工厂关门、有关部
门去抓人的时候，全镇经济一片萧条。”
当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从上一年的5
亿元急剧下降到2亿元，而更大的损失,
则是名誉与信任的丧失。一时间，回郭
镇成了假电线的“代名词”。

关键时刻，还是领导人站得高、看
得远。1993 年 5 月，时任河南省委书
记李长春对回郭镇的发展作了全面批
示:“回郭镇要杀回马枪，变成优质电
线电缆生产基地。”受此批示激励，回
郭镇决定建立优质电线电缆生产基
地，在全省率先提出了在乡镇一级创
办工业商贸园区的设想，一大批电线
电缆企业开始走出“家门”向园区聚
集，一批明确标明“回郭镇生产”的高
品质产品在三峡工程、西电东送等国
家重点工程中屡屡中标,使回郭镇重
新赢得了赞誉。

但上天偏偏有意让回郭镇再次
接受考验。1995 年 6 月 28 日，是又一
个让回郭镇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
一家化工厂对水和大气等造成极大
污染，回郭镇李邵村上千名村民选择
了集体卧轨抗议，致使国家铁路动脉
——陇海路停运十几个小时，回郭镇
再次震动全国。

这次考验后，回郭镇引以为戒，彻
底封杀了所有可能带来污染的企业。
回郭镇形成了一个经由镇党委政府主
导、全镇企业界遵守了多年的“准则”:

坚决不能上任何会给回郭镇带来污染
的项目，哪怕让地空着、让人闲着。

从 1995 年下半年开始，回郭镇
政府严令所有涉污企业停产或限期
转产，对所有新建项目进行严格的
环保测评，每年投入 100 多万元进
行环保治理。“你现在到我们回郭镇
园区里看看，没有一根烟囱。”回郭
镇党委书记李小虎笑着对记者说。
记者实地看到的实际情况也的确
如此。

1997 年，就是那个因化工厂污染
而败走回郭镇的马廷义，瞄准国家大
力发展铝加工产业的导向，重回家乡
上马新厂，建成了中国第一条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1＋4”热连轧生产线，
企业产值年年翻番，当前正在迈向上
市发展之路。

“三起三落”在客观上促成了回郭
镇主导产业的升级和发展环境的改
善。记者了解到，正是在此时，受明泰
发展之路的引导，一些原来生产电线
电缆、化工产品的当地企业家也开始
入股发展没有污染的铝产品加工，包
括电线电缆业的“执牛耳者”的万达线
厂和信用线材厂等。

几年下来，铝加工业以裂变式的
速度发展壮大，成为回郭镇新兴的主
导产业。截至 2007年，回郭镇铝工业
园区入驻企业达 130 余家，明泰、顺
源、万达、鑫泰 4 家铝加工企业销售
收入全部超过20亿元，铝加工能力达
80 万 吨 ，约 占 全 国 铝 板 箔 产 量 的
21％，基本主导了全国铝板材产品价
格定位。园区年销售收入 151 亿元，
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普通铝板
带箔加工基地。

贫瘠小镇屡创发展奇迹

30年里的三次转型升级

图为回郭镇铝工业图为回郭镇铝工业 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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