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1.全市各界庆祝新中国诞生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郑州市党、政、军领导机关
致电祝贺。6日，全市各界群众5万人集会，热
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郑州市人民民
主政府市长宋致和等领导在庆祝大会上发表
讲话，号召全市人民团结一致，迅速恢复生
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巩固胜利果实。

002.郑州市庆祝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5月，郑州市3万余人集会，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以
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岛登陆胜利。市领
导宋致和等到会讲话。

003.毛泽东视察郑州
1952年 10月，毛泽东主席到郑州市邙

山视察黄河。毛泽东在登上小顶山途中和
群众亲切交谈。视察途中，毛主席发出了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1960
年5月，毛泽东再次来到郑州，参观了郑州
市东郊燕庄大队的麦田。毛泽东要求干部
要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多为群众办好
事。同日，毛泽东会见了省直和郑州市的
干部以及省直机关中的先进工作者 13000
多人。会见之后，毛泽东参观了河南省工
业展览馆。

004.河南省省会迁至郑州
河南的省会曾长期设在开封。1952年

8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和中
南军政委员会呈文请求将省会城市迁往郑
州市。1952年 8月 1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
发函“同意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市”。9
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复函同意“河
南省会迁址”。1954年 10月 30日，河南省
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同日，河南省党、政、
军、群等省级领导机关由开封市迁到郑州，
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005.建设纺织工业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 3 年经济恢复时期，国

家即在郑州市投资建设郑州纺织机械厂和
郑州棉纺厂（现郑州国棉二厂）。第一个五年
计划开始，又在郑州西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
建设。陆续新建了郑州国棉一厂、三厂、四
厂、五厂、六厂。接着，在棉纺厂周围，又建起
河南省第一个棉纺器材厂、纺织设计院、科研
所等，形成了一个方圆600万平方米的棉纺织
工业基地。棉纺织品行销全国各地，出口多
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

006.郑州烈士陵园建成
1955 年，郑州烈士陵园建成。郑州烈

士陵园占地面积263亩，是河南省规模较大
的一座烈士陵园，担负着河南省著名烈士和
郑州地区烈士的褒扬工作。园内安葬着抗
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以及解放郑州战役
牺牲的 300多位烈士的遗骨和骨灰。是省
市重要的精神文明教育基地，成为省市人民
褒扬先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007.郑州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952年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和总任务，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
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党从1953年起，开展了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1956年 1月，郑州市 18万人在人
民公园举行联欢大会，庆祝郑州市完成社会
主义三大改造，昂首阔步进入社会主义。

008.挖掘商代古城
1956年 11月，郑州市在市区内挖掘出

一座商代古城，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早
最古老的一座古城，说明郑州 3500年以前
就是一个人口集中的繁华城市。

009.刘少奇视察郑州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视察郑州纺织机械
厂、郑州国棉三厂，关切询问了职工的家庭
生活，鼓励青年工人更好地学习技术，努力
向上。刘少奇指出，改善工人生活，必须建
立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对住房、劳动制
度、家属回乡、学生等问题也作了重要指示。

010.周恩来指挥黄河抢险
195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

务院总理周恩来乘坐专机巡视了黄河和洪
水冲断的郑州黄河铁路桥，听取了黄河防
汛指挥部的汇报，亲自主持制定了“依靠群
众，固守大堤，不分洪，不滞洪”的方案。当
晚，周恩来来到抢修大桥工地看望职工和
技术人员，向他们征询意见，勉励大家要与
风雨和洪水斗争到底，尽快修复大桥。并
热情地说：“两星期以后，我再来郑州看你
们，参加你们的通车庆祝会。”8月 5日，周
恩来视察已修复通车的京广线黄河铁路大
桥。视察中，周恩来关切地问候抢修大桥
的同志们，并称赞抢修大桥的职工迅速修
复大桥和工程质量优良的创举。

011.两次“郑州会议”召开
1958年 11月 2日至 10日，中共中央在

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
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
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在肯定总路线、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着手纠
正公社化运动中发现的一些错误。第一次
郑州会议是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
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
议）。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研究进
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形成并下发了《郑
州会议记录》。

012.研制无梭喷气织布机
1959 年 5 月，郑州国棉四厂成功研制

无梭喷气织布机，获纺织工业部“科技成果
奖”，成为我国第一个试验无梭织布的厂
家。该机单台产量较有梭织机提高50%～
70%。1960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省工业展
览馆参观喷气织布机。同年，朱德、刘少奇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该厂参观。

013.邓小平视察花园口
1960年 2月 18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

位于郑州市区北部的黄河花园口水利枢纽
工程。1980年 7月 23日，邓小平亲临河南
视察工作时，再次来到花园口，察看阔别已
久的浩瀚黄河。

014.郑州黄河铁路大桥正式通车
1960年4月，郑州黄河铁路大桥正式通

车，数千名建桥工人和省市各界代表隆重
举 行 通 车 典 礼 。 郑 州 黄 河 大 桥 全 长
2889.98 米，是我国自主设计、自主施工
的永久性复线铁道大桥。新桥的诞生标
志着我国在黄河上建桥工业技术达到了
新的水平。

015.亚洲最大列车编组站在郑州建成
郑州北站成立于 1963年，是我国第一

个双向纵列式三级八场半自动化的特大编
组站，也是目前亚洲作业量最大的列车编组
站。郑州北站又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现代
化编组站，自动化系统包括货车管理信息处
理系统、驼峰作业过程控制系统、编组场尾
部微机集中连锁系统、站场无线通讯系统和
郑州枢纽地区调度监督系统，实现了以信息
收集处理、调度指挥到作业过程、统计分析
及监督检查的全过程的自动化。

016.毛泽东为《郑州日报》《郑州晚报》题写报头
1963 年 10 月，经河南省委批准，郑州

市委决定于 10月 22日郑州市解放 15周年
纪念日，创刊四开版的《郑州晚报》，作为中
共郑州市委机关报。其前身是1949年7月
1 日创刊的中共郑州市委机关报《郑州日
报》。其间，毛泽东主席分别于 1950 年为

《郑州日报》、1964年为《郑州晚报》题写报
头。1961 年 1 月，《郑州日报》停刊，2002
年 5 月恢复出版，继续担负郑州市委机关
报的职能。同年，《郑州晚报》全面改版，郑
州晚报社更名为郑州日报社。

017.二七纪念塔落成
1971年9月，二七纪念塔落成，成为郑

州市标志性建筑。为纪念“二七”大罢工，
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使“二七”革命精神
代代相传，市委、市革委决定在原木塔所在
地建设混凝土结构的“二七”纪念塔。1971
年7月1日开始施工，于9月29日落成。塔
高 14层、63米。采用双塔并联式塔身，塔
顶有钟楼、五星，塔内陈列着“二七”大罢工
的实物、照片和有关史料。

018.邙山提灌站全线竣工通水
1972年 10月 1日，郑州市邙山提灌站

全线竣工通水。这一工程是郑州市委为落
实毛泽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而
决定兴建的。从 1970年 7月 11日动工，全
市约400万人次参加了这一工程的兴建，它
的建成为改善城市和农田用水紧张状况起
了一定作用。

019.挖掘大河村遗址
1973 年 3 月，郑州市文化部门在市郊

大河村发掘出一处原始社会遗址，出土一
批珍贵文物，对研究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
有较高价值。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
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是我国 20世纪
70年代初期河南省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

020.《人民日报》发表《伟大的光明灿烂的
希望》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
表题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调查报
告，全面介绍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
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典型经验，并配发
了署名郭大江《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企业》
的文章。毛泽东的批示及《人民日报》的文
章，对巩县乃至全国社队企业的发展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021.郑州市建设首座立交桥
1978年4月，市委、市革委为改善市内交

通紧张状况而建立的郑州市第一座立交桥
——中原路立交桥工程竣工通车。中原路立
交桥工程于 1976年 4月破土动工，历时两
年。主洞快车道长231米，宽9米，高5米；慢
车道宽5米，人行道宽1.5米。中原路立交桥
的建成，缓解了市内交通紧张状况，对促进郑
州市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94
年12月，“四桥一路”通车。“四桥一路”包括紫
荆山立交桥、新通桥立交桥、大石桥立交桥、
河医广场立交桥和新通桥至大石桥之间的高
架路。全长4.2公里，总投资3.7亿元。

022.兴建郑州市黄河游览区
1979 年 2 月，郑州市革委会决定在花

园口国民党扒口处至邙山提灌站这段黄河
堤岸兴建郑州市黄河游览区。目前已建成
的有五龙峰、小顶山、骆驼岭、楚汉霸王城4
个主要风景区。游人来到这里，既可以欣
赏到中原的古文化遗址，又可以登山远眺，
饱览黄河的雄姿。

023.郑州市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开通
1979 年 4 月，郑州市举行第一条无轨

电车线路开通典礼。

024.郑州市开始实行市带县体制改革
1983 年 8 月，郑州市开始实行市带县

体制改革，将原开封地区所辖的巩县、登
封、密县、新郑、中牟 5 个县划归郑州市。
实行市带县体制后，拉大了城市框架，加速
了城乡统筹发展。

025.黄河科技大学
黄河科技大学是一所民办普通高校，

创立于 1984年 10月。1994年 2月，经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建立民办黄河科技学
院，实施高等专科学历教育，学校成为我国
自颁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以
后，全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
学校。200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在民办
黄河科技学院的基础上建立黄河科技学
院，实施本科学历教育。黄河科技学院成
为我国第一所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026.郑州市市长电话开通
1985年 2月 18日，郑州市市长电话开

通，至今经历了 5任市长、两次升号，累计
接听 67万多个群众来电，基本上做到了事
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市长电话成为市民
与政府的“连心桥”，成为市民反映心声的

“直通车”。

027.全国首届青少年运动会在郑州举行
1985年 10月，全国首届青少年运动会

在郑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青运会主席团
主席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
美等参加了开幕式。万里致开幕辞。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
主席杨尚昆等人出席了全国青少年运动会
的闭幕式。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
话，对河南省委、省政府和河南人民对青少
年运动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
青运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028.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
1986 年 9 月，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建成

通车。邓小平为大桥题写了桥名。国务院
副总理万里等人专程从北京抵郑，参加了
大桥通车典礼，并同省委领导杨析综、刘正
威分别为大桥剪彩、揭碑。省长何竹康、交
通部副部长郑光迪等在会上讲了话。他们
在讲话中称赞：飞架南北的郑州黄河公路大
桥，是广大建桥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干部顽
强拼搏的结果，是智慧的结晶、力量的象
征。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对促进
我国南北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029.天然气入郑
1986年 10月，来自中原油田的天然气

在省会郑州点燃起第一束蓝色的火焰。为
了迎接这一令人振奋的时刻到来，“郑燃人”
踏荒草趟泥泞，冲破重重阻力，铺管道建气
柜，铺设了开封至郑州 75公里的天然气管
道，在西郊建设了储存 10万立方米的储气
柜，供气能力达1亿立方米，满足了当年市区
近12万户居民家庭的生活需要，创造了全国
城市煤气事业“当年开工，当年用气”的范
例。从此，天然气进入郑州老百姓的家庭，
郑州市民比陕气进京全面燃旺北京市民炉
灶整整提早了11年，烟熏灰扬的蜂窝煤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郑州进入清洁能源时代。

030.大力建设开发区
1988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市区西

部建立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总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这是郑州乃至全省的第一个经
济开发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
场，开发区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为加快对外经济开放步伐起到了探路
的作用。2000年 4月 15日，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正式挂牌。我省从此有了一个外向
型经济的重要基地。2004年6月1日，河南
郑州出口加工区通过了海关总署、发改委、
财政部等国家九部委的验收，具备了正式
运营条件。

031.中国第一块彩色巨型显示屏
1988年，郑州中原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为第一届农民运动会主会场——北京先农
坛体育场制作了 78 平方米中国第一块室
外电子显示系统，被誉为“中国第一大屏”。

032.郑州机场建设
1989 年 2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郑州机

场对外开放，副省长秦科才参加了剪彩仪
式。当天满载着120多位澳大利亚、中国港
澳台旅客的波音737客机，作为机场正式开
放后的第一批客人抵达郑州。1997年8月，
新建于新郑市的新郑国际机场举行开航仪
式，正式开航。

033.“郑州价格”影响世界
1990年10月1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成

立。这是国内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标志
着郑州市在全国的金融贸易地位大为提
升。现在，“郑州粮价”已成为全国粮食的
指导价格，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粮食市场行
情的切入点。2004年 6月，我国棉花期货
交易品种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上市棉
花期货交易，将进一步完善棉花市场体系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农业种
植的调整，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2007年
6月8日，菜子油期货合约在郑州商品交易
所挂牌交易。这是继小麦、绿豆、白糖等之
后的又一个在郑商所上市交易的期货品
种，此举也使我国成为继印度、欧盟之后世
界上第三个拥有菜子油期货的国家。至
此，郑商所实现了粮、棉、油、糖系列农产品
期货品种的开发和上市，向综合性期货交
易所再次迈进了重要一步。

034.武术节成郑州品牌
1991 年 9 月，首届中国郑州少林武术

节开幕。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士、新西
兰、美国、苏联、蒙古、法国、德国、伊朗、加
拿大、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中国香港、中华
台北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代表参加
盛会，张世英致开幕辞，李德生、侯宗宾、李
长春等中央领导和省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此次武术节为首次，其主旨是“以武会友，
共同进步”。2004年 10月 16日，首届世界
传统武术节在郑州市隆重拉开帷幕。首届

世界传统武术节是武术运动史上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的一次盛会。

035.郑州商战轰动全国
“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

这几乎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国人认知率最
高的广告语。在中国的商业(零售业)经历
了国营供销社、百货店阶段和小商品自由集
市阶段，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谁也未曾
料到，是郑州这座内陆城市上了极富戏剧性
的“第一课”。1991年12月，中央电视台《经
济半小时》播出了系列专题片《商战》，反映郑
州六大商场之间的激烈竞争。郑州一度成
为引领风气的城市，东西南北都派人到郑州

“学习取经”。集体性质的“野太阳”亚细亚在
1989年喷薄而出，很快便以不遗余力的形象
战和广告战名闻全国。1991年，亚细亚向国
营的五家商场郑州百货大楼、紫荆山百货大
楼、商城大厦、商业大厦和华联商厦发起价
格战。“商战”第一年，郑州商贸业空前繁荣。
六大商场总销售额达到了10亿，有五家进入
全国零售业百强行列。

036.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成立
1992年 6月 8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

首家集生产、建设、科研、经营为一体的最
大铝工业基地——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在郑
州市上街区成立。中国长城铝业公司是中
国铝业公司的成员企业，是集生产、建设、
科研、经营为一体的国有大型综合性企
业。2001年11月，中国铝业公司重组上市
后，中国长城铝业公司也进行了大规模的
资产和人员重组。至 2007年底，公司共有
从业人员 5600人，资产总值 34亿元，综合
经营收入18亿元。公司具有年产100万吨
普通硅酸盐水泥、10 万吨钢结构、10 万吨
铝电解用炭阳极生产能力及 10 亿元建筑
安装能力。

037.郑州市被辟为内陆开放城市
1992年8月11日，根据国务院通知，郑

州市被辟为内陆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
城市政策。

038.郑州商贸城建设
1992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建设郑州商

贸城、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决策。同
年，郑州市进入了全国城市综合实力 50强
和投资硬环境 40优行列。1996年 6月，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莅临郑州
视察，并亲笔题词：“把郑州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商贸城市”。在江总书记题
词的鼓舞下，郑州市商贸城建设成绩斐然，
商品零售市场形成了网络化，专业批发市
场形成规模化，构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市
场格局。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厂家在郑州举
办展销会、订货会和经贸洽谈会，国内外常
设总经销、总代理、销售中心、办事处等达数
千家。郑州成为继天津、上海之后被国家确
定为第三个定期举办国内商品交易会的城
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贸易城市之一。

039.郑州日产开业
1993 年 5 月，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举行开业典礼。该企业是我国第一家与日
本汽车公司合资经营的企业，也是河南省
利用外资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整个项目
投资总额25000万人民币，外资占30%。

040.市内电话全部实现程控化
1993 年 7 月，随着文化路市话分局最

后 20000 门程控交换机开通，郑州市市内
电话全部实现程控化。

041.郑州市被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94年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郑州

市成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042.首条高速公路开通
1994年 12月，全长 81公里的 310高速

公路郑州至开封段，新郑高速公路郑州至
薛店段同时开通，标志着河南省结束了没
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043.金水河滨河公园建成开园
1996年起，郑州市政府投资1.5亿元人

民币，历时一年多，彻底疏通了金水河底，
加固河堤，分段种植树木花草，建起了一个
拥有五大景区、11.3公里长的金水河滨河
公园，郑州人从此拥有了碧波清流。1998
年9月，金水河滨河公园建成开园。

044.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郑州举行
1997年 10月，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

郑州举行。

045.河南博物院新址正式开放
1998年5月1日，河南博物院新址正式

开放。河南博物院新址位于郑州市农业路
中段，占地 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7.8
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 3亿元人民币，历
时 5年建成。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
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
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
典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
了中原文化的特点。河南博物院的成立，
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
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河南
古代文化之光是这座博物馆最大、内容最
充实的展览。展览文物有 1000 多件，均
属馆藏文物精品。此外，还有《河南古代
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
器》、《明清工艺珍品》、《天地经纬》
（古代天文学发展）等主题展。

046.郑州市“三级联创”经验向全国推广
1998年8月，郑州市委制定下发了《关

于在全市开展“农村党建三级联创”活动
意见》。通过实施，形成县、乡、村三级
联动，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
一级的工作格局。通过开展“三级联创”

活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党
员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三级联创”活动
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充分肯定。省委组织
部于1999年6月在郑州市召开现场会，向
全省推广郑州市“三级联创”的做法。中
组部把“三级联创”的经验向全国推开，
有力地加强了农村党组织建设。

047.郑州大学入选“211工程”
1999年7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郑州大

学为“211工程”项目院校。这是河南唯一
入选“211工程”的高等院校。

048.第十二届世界“芝麻网”年会在郑州开幕
1999年10月，第十二届世界中等城市

合作发展网年会暨国际商贸交流大会在郑
州开幕，来自五大洲的 130 多位政府及企
业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盛会。世界中等城市
合作发展网又称“芝麻网”，它以城市间合
作为主要原则，以促进城市间的商贸发展
和社会事业交流为主要目的。郑州市于
1995 年正式加入世界中等城市合作发展
网，是“芝麻网”目前唯一的亚洲国家网员
城市。2001年 9月，郑州市又举办了第十
四届世界“芝麻网”年会。

049.郑州火车站主站楼落成
1999年12月，设施先进、功能齐全、造

型新颖的郑州火车站主站楼落成开通。
改、扩建后的郑州火车站总候车面积仅次
于北京西站，成为我国第二大铁路营运站。

050.“小樱桃”领先动漫产业
2000 年 9 月，中国最早的民营动漫产

业公司小樱桃成立，其创牌于 1998 年，由
著名女漫画家杨尚君等文化产业战略投资
者投资组建，是中国领先的动漫出版发行
商。该公司主要涉足动漫研发、动画制作
发行、图书出版发行、动漫饮料四个领域。
公司主打产品《小樱桃漫画》是中国内地历
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原创漫画图书。

051.嵩山成为世界地质公园
2001年 3月 16日，嵩山被确认为我国

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3年7月1日，嵩山
国家地质公园如期揭碑开园。2003年8月21
日，嵩山成为我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的候选
地。2004年2月13日，嵩山正式通过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评审。2004年6
月30日，嵩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碑开园。

052.“金税工程”郑州开通
2001年 6月 30日，国家“金税工程”在

郑州市全面开通运行，从而使郑州市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水平发生质的飞跃。金
税工程系统主要由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
防伪税控认证子系统、增值税计算机稽核
子系统和发票协查子系统组成。

053.环城快速路全线通车
2001年 12月，郑州市环城快速路全线

通车。该工程全长 43.7公里，双向 6车道，
设计时速 60公里，总投资 15.83亿元；新建
7座立交桥、26座人行天桥，新建和改建道
路工程22.3公里，配套建设了各种管线、绿
化、照明、交通设施等8项工程。

054.开发建设郑东新区
2003年 1月 20日，郑东新区标志性建

筑之一的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奠基，郑东
新区建设的帷幕正式拉开。郑东新区的
建设是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
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市委市政府站
在新起点、抢抓新机遇的一个战略选
择，是郑州市城市建设和发展史上一个
重要里程碑。几年来，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在省直部门和社会各界
的关心支持下，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
全市人民，敢为人先，勇于挑战，奋力
拼搏，全面完成了“五年成规模”建设
目标。截至目前，郑东新区建成区面积
已达 50 平方公里，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近 700亿元，在建和建成房屋面积突破
2000 万平方米，景观绿化面积超过 1000
万平方米，进驻企业 3000 余家，入住人
口 30 万人，成为我市集商业、居住、现
代服务业、教育、科研、物流等现代化
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新城区。

055.百年郑铁告别蒸汽时代
2002 年 3 月，百年郑铁告别蒸汽时

代。在宝丰机务段举行的郑州铁路局实现
机车牵引内电化暨蒸汽机退役仪式上，该
局最后一辆蒸汽机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标
志着该局铁路运输动力牵引进入了崭新的
历史阶段。

056.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郑州落户
2002 年 6 月，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在郑州落户。

057.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在郑州举行
2003年10月，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

会在郑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38个客属社
团近2800位代表参加会议。

058.郑州宇通集团进入中国500强销售超
百亿

2003年11月16日，郑州宇通集团进入
中国 500强。国家统计局与中国行业企业
信息发布中心共同公布了“2002中国最大
的500家企业集团”排名，郑州宇通集团以
年营业收入33亿元位居第416位，是国内唯
一一家进入中国“500 强”的客车制造企
业。2006年 3月，郑州宇通集团向古巴交
付第 1000辆客车，中国客车行业最大批量
出口订单顺利交车。2006年宇通集团销售
收入达到101.398亿元人民币，成为我国客
车行业首家销售额超过百亿的企业。尤其
是在海外出口方面，宇通客车全年实现出
口2002台，同比增长82%，出口总量继续领
跑国内同行。

059.郑州至少林寺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2003 年 12月 28日，省、市重点建设工

程——郑州至少林寺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该路段于 2001 年 9 月 16 日正式动工建
设，总投资 14.3亿元，全长 53.254公里。
郑少高速公路是河南省第一条旅游高速公
路，也是郑州市第一条自筹资金建设的
高速公路。

060.郑州市“四城联创”
2003年，郑州市科学统筹城市建设，提

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环保模范城市“三城联创”。2004年年底，
又确定“四城联创”目标。2006 年 1 月 23
日，郑州摘取国家园林城市桂冠；2006年 7
月 14 日，郑州市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
号，成为中部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会城
市；2007年 12月 10日，郑州市荣获全国绿
化模范城市称号。

061.温家宝与郑州市民共度除夕
2004年 1月 20日至 22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南省看
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同河南人民共度新
春佳节。除夕夜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晚 9
时许，已是万家灯火，远处传来阵阵鞭炮
声。温家宝来到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办事
处陇一社区退休职工李焕昌的家，问李焕
昌年货准备得怎么样？吃上饺子没有？在
低保户陈凤荣的家，温家宝到厨房看看有
没有饺子。看到包好的饺子时温家宝总理
才放了心。

062.告别“皇粮国税”
2004年2月3日，郑州市二七区政府决

定，从2004年开始率先免除全区10万农民
农业税。免除农业税是税费改革的延伸，
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次深刻变革。
2004年，郑州市率先在河南省取消了部分
区、县农民的农业税，范围涉及郑州市市内
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巩义市及全市 140 个贫困村。2005 年，农
业税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征收，从此全省农
民彻底告别了“皇粮国税”。

063.《快乐星球》在央视八套首播
2004 年 10 月，由河南超凡影视集团

联合郑州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投资拍摄的
大型少儿科幻电视系列剧《快乐星球》在央
视八套首播。不久，第二部、第三部相继推
出，并分别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三套、八套、
十二套及少儿频道先后播出。《快乐星球》以
其新颖剧情编排，恰到好处的剧情设计，深
受广大电视观众（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喜
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
长刘云山以及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领导
等都曾到过《快乐星球》拍摄基地进行实地
考察访问，对《快乐星球》今后的拍摄作了重
要指示。本剧曾获第十届“五个一工程”优
秀电视剧奖，第26届电视剧“飞天奖”少儿
电视剧三等奖等多种奖项。

064.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
2004年11月5日，中国古都学会宣布，

古都郑州可与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
京、杭州、安阳七大古都一起并称为“中国
八大古都”。这一成果是近年来中国古都
学与考古学、先秦史学等学科联合研究取
得的，是中国古都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学术成果。

065.郑州市设立“商都友谊奖”
2005年2月16日，为鼓励和表彰对郑州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和外国专家，
郑州市首次设立“商都友谊奖”。

066.第九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在郑州举办
2005年 8月 26日，第九届全国中学生

运动会在郑州清华园体育场隆重开幕。国
务委员陈至立宣布运动会开幕。省长李成
玉致欢迎辞，教育部部长周济致开幕辞。
省委书记徐光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杨岳出席了开幕式。共有包括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个代表团、3500多名
运动员参加7个大项目的比赛。

067.南水北调工程郑州段开工
2005 年 9 月，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

开工。2009年 7月 28日，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郑州段正式开工建设，郑州儿女畅饮长
江水指日可待。

068.《风中少林》获“荷花奖”金奖
2005年 11月，由河南省郑州市创作的

大型舞剧《风中少林》荣获中国舞蹈界最高
奖项“荷花奖”金奖。

069.拜祖大典在新郑举行
河南省分别于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2009年在新郑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拜祖大典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对实现文化强省目标、提升河南形象起到了
极大促进作用。

070.首届豫商大会在郑州举行
2006 年 8 月，首届豫商大会在郑州举

行，此次豫商大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
坦诚友好的交流，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
谊，发掘了豫商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搭建
了豫商之间，豫商与全省各地区、各部门之
间合作对接的平台，提升了豫商在海内外
的影响力。

071.首届“中国·郑州农业博览会”在郑州
举办

2006年9月16日，以展示农业新技术、
新产品、新成果为主题的“2006首届中国·郑
州农业博览会”隆重开幕。本届农博会按
粮食、园艺、畜牧、农业等行业分区布展，共
分 5个大区，参展品种达到 10000个，现场
交易额5600万元。

“感动中原——60年·60事·60人”候选事件
（按事件发生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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