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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改造对于每个城市来说，都
是个难题。相对于在一片空白基础
上建设新城的郑东新区，以中原区为
主的西区城市建设涉及到的旧厂房、
老社区及城中村改造较多，这对参与
其中的开发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初，郑州纺织业最
辉煌的时候，几大国棉厂的兴盛带动
了整个郑州西郊经济的发展，而这些
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具有鲜明风格的
庞大苏式建筑群，是当时郑州的标志
性建筑。作为“一五”时期国家投资
建设的代表性工业建筑，楼门上和房
顶的檐角有装饰性花纹，不仅是郑州
作为“纺织城”的历史见证，更是他们
这一代人的精神寄托。早在 2009 年
就被郑州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郑州纺织工业基地”的文物
本体，纳入到具体的规划保护日程。

现如今，这些做出出色贡献、成
就了郑州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纺织
工业基地的棉纺厂，面临着历史性的
变迁，按照规划，这里将建成纺织工
业博物馆，这个机器飞转中留下一代
又一代纺织工人青春和记忆的地方，

将等待新生。
有着几十年工龄的原国棉一厂

老工人于梅说，他们理解城市建设规
划改造的重要，但只是希望能有一个
可以用来纪念的地方，好好保护起
来，将来带着子孙去看一看，让他们
知道了解建国初的国营企业工厂是
什么样子的。

于梅老人的话代表了许多老纺
织人的心声，在郑棉几个生活区的那
些老人们，都曾有着灿烂得像花儿一
样的青春岁月，而他们把最美好的一
段日子献给了棉纺路，留下无尽的回
忆。在这个洒过汗水和泪水地方，有
着太多太多的感情倾注。

因此，涉及到的旧厂房、老社区
及城中村的改造与保护，成为摆在开
发商们的面前无法回避的一道难题。

孙罡认为，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
太难解决，只要正确面对，所有的问
题都会迎刃而解。他说，首先需要企
业与政府之间的无缝对接；其次需要
充足了解拆迁户的需求；还有需具备
充足的资金实力；最后，最重要的是，
需做好充分的拆迁安置工作。

“生于此长于此，我对这片土地
更有感情，这些历史文化符号的保留
与传承，都会是我们对上一代人辛苦
奋斗的集体致敬。”对此表示，历史是
不能忘记也无法拆掉的，按照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要求，“旧城改造”要遵循

“政府主导、以区为主、规划引领、依
法征收”的原则，做保护性开发。

旧城改造对每一个城市来说都
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是个必然的趋
势，这点不容否认。但是，在旧城改
造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各种可能发生
的社会问题。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城市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刘社认为，强化规划
可操作性，明确“政府政策导向、保
持 改 造 的 适 度 弹 性 、重 视 公 众 参
与”。开发商既是城市的建设者，也
是城市发展的受益者，因此，在郑州
西区发展建设过程中，地产开发需要
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追求利益
的同时，最大程度的兼顾社会责任，
以高品质的项目为宜居郑西锦上添
花。

（下转第十二版）

棉纺路：老街新新生生策划 侯国昌 采写 本报记者 任志伟

棉纺路，一条位于郑州西区的路。

上溯数十年，这是一条赫赫有名的路。1953年初，极短时间

内，在这条路的周边，一片片厂房拔地而起，几万名产业工人带

着他们的家眷和理想聚集在这里，半个郑州城就此形成，全国十

大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就此奠定。除此之外，这里也是郑州接待

过国家领导人最多的地方，多位国家领导人先后到这里视察慰

问。

辉煌如过眼云烟。作为经历过郑州这座现代大都市的发展

过程、曾是郑州人民的荣耀的路，曾几何时，游离在时代的边缘，

显得格外寂寥……

时光的脚步已经悄然走进2012年。伴随着中原经济区、郑

州都市区的规划建设，郑州未来发展的重点又一次地落在这条

沉默已久的路上。这片富含历史符号和工业基地的老城区，也

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棉纺路，记录了与辉煌有关的激情岁月；经历了从喧嚣走向

宁静、从机器轰鸣走向田园宜居的巨大转变；见证

了城市重心发展的时代变迁与繁华流转；还承载着

对复兴郑州西区的梦想与希望。

塔吊巨臂旋转，车辆来往穿梭，
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和防护网中，十
几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日前，
记者从棉纺路走过，一座座楼宇轮
廓日渐清晰。阳光明媚的春天里，
透过街道两旁的树影斑驳，棉纺路
的面貌正悄然蜕变。

这里不论是厂区还是家属区都
是树荫茂盛、绿叶婆娑，一路走来，
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不时
有熟人见面谈笑。街道两旁，三三
两两的老人们，有的在简易的场地
上打门球，还有的在下象棋、遛鸟、
聊天。建筑工地的轰响声丝毫没有
影响他们的兴致。

但是，他们都知道，不久的将
来，这里，将会重新崛起一座城。

作为一个老纺织人，李有才老
人对脚下这块土地熟悉得不能再熟
悉，对这里的历史更是如数家珍：
1953 年 1 月，国家正式批准建厂；
1954年国棉一厂建成试车；1955年
8月，国棉三厂正式投产；接着是第

四、第五、第六棉纺织厂、郑州印染
厂、河南省纺织机械厂……到“二
五”中期，纺织成为郑州市首屈一指
的经济支柱，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
曾经达60%以上。

“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工业
企业的建设带动了郑州西部的城市
建设，周围建起了与工业配套的生
活和服务住宅区、学校、医院、俱乐
部、电影院等设施，棉纺厂一带一度
成为郑州市最为繁华的区域。

不过，当市场经济的浪潮扑面
而来时，郑州纺织行业这艘用计划
经济模式打造出的大船却越来越显
示出不适和茫然，眼睁睁错失了几
次关键的历史发展机遇，脚步慢了
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
国市场经济条件的成熟，各行业与
国际接轨步伐的加快，这块在计划
经济模式下建造起来的城市区域承
受着传统工业衰退的压力，已经很
难显出当时的经济优势。

棉纺路上的那些工厂，既是现

实的存在，又是城市正在延展的记
忆。面对一排排破旧的厂房和街
道，人们都在观望中质疑，曾经为城
市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工业老城
区，到底如何才能融合到现代城市
中？

作为旧城改造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郑州在加快新区、新组团建设
的进程中，没有把这块土地遗忘。
政府的决策者们，也都时刻在关注
着这个问题，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由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院精心设计的《郑州市西部老工业
基地调整改造规划》中，提出了“重
塑地区形象、整合空间结构、提升产
业结构”的发展目标。

借助旧城改造的有利时机，香
港锦艺集团、河南盛润置业、郑州鸿
兴置业、郑州惠众置业等实力企业
纷纷进驻开发。棉纺路正在悄然蝶
变，承载着几代人心中企盼的街道，
正为郑州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注
入勃勃生机。

布局：
升级郑州老工业区

3月 9日，在棉纺路与桐柏路交叉口东北
角，由鸿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方圆·经纬花
园项目售楼中心在棉纺路上举行了盛大的开
放仪式。

在到场的嘉宾中，郑州市加快推进纺织
企业战略重组工作组组长、工信委副主任印
龙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他表示，随着原国
棉厂区的逐步改造，该区域将成为高端住宅、
写字楼、大型商业、酒店、休闲、娱乐、购物于
一体的综合性城区，辐射整个棉纺路及周边，
势必将拉动整个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隆重的仪式，让郑州鸿兴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罡感慨万千：鸿兴置业作为郑州市
棉纺企业改制重组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自
参与原国棉三厂的改制至今历时7年，历尽艰
辛，先后投资近9亿元，已妥善安置了职工，承
担了原企业债务，投资建设了现代化的新厂，
为郑州市纺织企业的改制重组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与压力。同时，他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
的梦想：“方圆·经纬作为原‘国棉三厂’的改
造项目，将以市政府为依托，以碧沙岗为引
擎，致力于引领国棉厂区腾飞！”

而在此之前，原来的国棉一厂、六厂区
域，总规模 120万平方米的锦艺城，经由香港
上市公司锦艺集团三年的潜力打造，如今一
期现房实景已完美呈现，二三期主体工程也
已接近完工、商业教育版块正逐渐成型，将以
全新形象于今年亮相世人。

“锦艺城由90万平方米的高品质居住区——
锦艺国际华都、30万平方米的自持商业——锦
艺城购物中心、6万平方米商务地标——锦艺国
际中心组成，并拥有互助路小学锦艺分校、市
实验幼儿园锦艺分园等诸多高端配套。是一
座集大型购物中心、家居广场、写字楼、住宅、
优质学校为一体的全能生活之城。”锦艺城营
销总监程晨阳如是说。

不难想象，随着更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进驻，伴随着今后几年力度空前的规划改造，
曾经是“塌陷”地带的老城区即将迅速崛起。

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水桶上最
短的木板。而西部老工业区正是郑州这个大
水桶的短板。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道
兴认为，一个计划经济时代辉煌的工业区，如
今承受着传统工业衰退的压力，在经济区域
化的浪潮中优势不再，一个以纺织基地而著
称、靠生产与生活关系建设起来的城市工业
区，必将面临着功能开发的转型、城市形象的
重塑。

在河南盛润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
军看来，从整体上，郑州西区老工业基地，是
曾经辉煌的地区，城市配套设施一度领先于
郑州其他区域，虽然近年发展滞后，但随着城
市发展及扩建，市区土地占有量逐步减少，尤
其周边配套成熟的土地资源更是稀缺。随着
城市开发的步伐，对于众多开发商而言，这里
是具有“宜居”特性的高附加值优质土地资
源。

正是基于此，在“占据”郑东新区CBD第
一门户的盛润国际广场之后，盛润置业将下
一步的棋子也落在了这里：不久的将来，在原
来国棉四厂的土地上，建筑面积达100万平方
米的城市综合体的盛润·锦绣城项目将会落
定。

3月20日上午，“王府井百货入驻
锦艺城签约仪式”在郑州隆重召开。
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素有“中华第
一店”美誉，是国内专注于百货业态
发展的最大零售集团之一，是一艘有
着辉煌历史的商业航母。

王府井百货的签约入驻，必将为
西部老工业区的商业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和活力、促进辖区中心商圈的提
档升级，极大增强西区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影响力、辐射力。

程晨阳对此无不自豪，他表示，
王府井百货是时尚与经典的象征，它
落户锦艺城，预示着郑州商业将更上
一层楼。除王府井百货以外，众多国
内外知名品牌商家的也争相进驻锦
艺城。其中有全国知名零售商——
世纪联华超市；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个
人品牌之一的成龙影院；中国知名家
电经销商——国美电器，全球餐饮品
牌 KFC 肯德基、必胜客等，知名商家
纷纷入驻，共同构建集一个大牌云
集、品牌荟萃的全方位时尚购物中
心，锦艺城将成为郑州的城市新名
片、商业新地标。

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城市区域，
在新的发展时期，需要进一步提升城

市整体的环境质量，提高对人口和经
济活动的持续吸引力。

而在历史上，西区就曾经是郑
州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
郑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和郑州老
工业基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
创造出巨大的辉煌。到“二五”中
期，纺织成为郑州市首屈一指的经
济支柱，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曾经
达 60%以上。

虽然昔日的荣耀已经成为过去，
但随着郑州总体规划建设的开发，以
及地铁的开通、碧沙岗商圈的辐射，
棉纺路将会重现辉煌。更早住宅社
区如鑫苑国际城市花园、绿洲书苑和
久久思达，商业如丹尼斯、苏宁电器
等，无不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孙罡也对此区域充满信心：“郑
棉厂区是坐拥市府成熟配套，汲取碧
沙岗商业优势的核心价值区，该区域
聚集了原郑州的高端消费群体及现
在市府区高端消费人群及人流，该区
域具有良好的消费底蕴及庞大的消
费需求，为此，作为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的价值高地，未来的发展是十分值
得期待的。”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旧城

改造要“强力推进老城区整街坊连片
改造，打造精品特色街区”。原国棉厂
区作为郑州传统的老工业区有着曾经
辉煌的过往，随着城区的统一改造，将
会彻底改变该区域的城市面貌，根据
棉纺区统一规划，原国棉厂区将会成
为“郑州第二个CBD”，随着众多商业
项目的进驻和资金的投入将引发新一
轮的西区商业集聚，郑州地铁 1 号线
的开工建设对于增进东西联动、完善
城市商业格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以棉纺路为中心国棉厂区将会焕
发新的活力，成为郑州高端群体聚集
地，郑州城市发展的新名片。

吴建军认为，西区作为郑州的老
城区本身有着丰富的配套资源，譬如
学校、医院、商业、交通这都是60年以
上城市建设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现
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将西区不符合未
来宜居城市功能的经济布局调整，废
旧建新。而在老四厂的土地上即将
会挺立起西区适应于未来的高端城
市生活体验区——盛润锦绣城，一路
之隔，商住分离，打造“享受而不贴
近”的生活居住理念，同时还要打造
购物国际化、居住智能化、景观高端
化城市生活方式。

蝶变：昔日老城换新颜

定位：打造精品特色街区

改造：在传承中发展

棉纺路一天天在长高。图为锦艺城效果图。

棉纺路一天天在扮靓。图为方圆·经纬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