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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报刊纷纷刊载郑州解放喜讯。

1960年2月18日，邓小平同志
视察郑州四棉研制的喷气织机。

各界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入郑州。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在郑州召开（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
着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左”的错误。

史 记

郑州公交投运。

历史转折
（1976年～1982年）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2月，郑州市委在全市开展了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清查“三种人”的

群众运动。与此同时，成立了平反昭雪领导小组，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1979年2月7日至16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传达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以此为起点，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文革”十年
（1966年～1976年）

1966年6月4日，郑州市委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并与省
委联合召开了由大专院校师生万余人参加的动员大会。8月22日，市委又与省委一起召开10
万人大会，庆祝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发表，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

1968年1月27日，“三结合”的郑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统揽全市党、政、财、文等一切
大权。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
示后，郑州市掀起上山下乡热潮，先后有11万多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方针。市委及时进行了
传达贯彻，并向郑州国棉四厂、郑州柴油机厂等30多个重点单位派出了工作组，整顿领导班
子和劳动纪律，争取生产状况在短期内有一个明显好转。

上下求索
（1958年～1966年）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2月15日至16日，市委常委
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制定了郑州市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7年年底到1958年，郑州市先后新建、扩建了郑州铝厂、郑州电缆厂、郑州煤矿机械
厂、第二砂轮厂、郑州热电厂、郑州印染厂、郑州工程机械厂等一批骨干企业。

1958年8月14日，郑州市郊区委员会经上级领导同意，撤销23个乡和217个农业社，
建立了5个人民公社。17日，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郊区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毛泽东分别在郑州主持召开会议，提出并要求纠正“左”倾错
误。这两次会议，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

1958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亲临郑州指挥修复被洪水冲断的黄河铁路大桥。
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郑州参观了东郊公社燕庄大队的麦田，并会见了省直和

郑州市的干部以及省直机关的先进工作者13000多人。

伟大开端
（1948年～1951年）

1948年10月22日，郑州宣告解放，中原军区发布安民布告，郑州市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
1948年10月23日至28日，郑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民主政

府相继成立。
1949年5月2日至10日，郑州市首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州市各界人民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新中国诞生。
1951年3月29日，土改委员会成立，制定了《郑州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随即，土

改工作迅速在郊区展开。
1951年5月19日，郑州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广场召开，会议通过了

《关于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决议。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八个月，对郑州市的社会安定起到
了重要作用。

1950年至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市委、市政府在群众中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增产捐
献、保家卫国运动。全市人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一年之内，共捐款765736多万元（旧人民
币），超额完成15000万元（旧人民币），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浴火新生
（1952年～1957年）

1952年10月31日，是一个让郑州人民永难忘怀的日子。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来到邙
山视察黄河，并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1953年4月14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七次代表会议召开。
1953年10月29日，郑州电厂投入运营。
1953年12月31日，郑州市自来水公司举行落成暨放水典礼。
1954年10月30日，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
根据国家“一五”计划，郑州市被列为国家重点城市，确定以轻纺为“龙头”的工业企业项

目59个。到1956年上半年，郑州市已先后建成郑州纺织机械厂，国棉一、二、三、四厂，使郑
州纺织工业基地的地位得以确立。

1957年9月11日，由民主德国援建的郑州热电厂工程举行移交仪式。这标志着郑州市
作为一个能源中枢，对周边城市有了辐射力。

1952年年底，郑州郊区试办的初级合作社有 17个，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的农户达到
111437户。到1956年1月，郊区农村已普遍建立起了初级合作社，并开始向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过渡。当时，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1953年12月，市委制定了《关于引导私营工商业逐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提出
要在三五年内，将私营工业和某些有条件的私营商业基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到1956
年1月20日，全市提前半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1952年，全市有手工业合作社12个，其中10个是筹备社，参加的人数为453人，占手工业
总人数的7.8%。到1956年年底，全市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达10511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
94%；完成总产值3026万元，提前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值计划。

1956年1月22日，郑州市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市委领导在大会上宣
布，郑州继伟大首都北京之后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