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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城拔地而起]

20世纪50年代初，郑州被“一五”计划确定为
全国六大纺织工业基地之一。

1953年的“五一”劳动节，是郑州纺织人永远
铭记的日子，就在那一天，郑州的第一家大型棉纺
企业——郑州国棉一厂破土动工，郑州纺织城建
设的序幕从此拉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云集
郑州，不到一年时间，郑棉一厂建成试车；1954年
4 月，规模比一厂大一倍的郑棉三厂开工建设，
1955年8月1日，郑棉三厂正式投产；接着是第四、
第五、第六棉纺织厂……短短5年时间，占地60万
平方米的五大棉纺织厂相继建成。

紧随其后，郑州印染厂、河南省纺织机械厂、
河南省纺织工业学校、河南省纺织管理局医院（现
郑州市中心医院）、河南省工人文化宫等一大批配
套机构与五大纺织厂毗邻而建。到 1959年，一个
方圆 600 万平方米的纺织工业区崛起于郑州西
部。纺织业也成为郑州市的第一支柱产业、财政
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曾经达到
60％以上。

[ 10万大军立下战功]

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浩浩荡荡的 10万郑
州纺织大军，为郑州的建设与发展立下赫赫功
勋，创下了每家企业“每年为国家贡献一个纺织
厂”的惊人业绩。20世纪50年代建设投资两亿多
元，40年间回报国家70多个亿！这是郑州棉纺厂

截至1999年累计创下的辉煌业绩。
几十年来，我市纺织行业涌现出一大批时代

先锋：创造“闪电式接头法”的全国劳模盛婉、几十
年如一日进行技术革新的工人工程师贺友三……
郑州棉纺企业诞生了 8位全国劳模，至于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省、市劳模，标兵更是数不胜数。

国棉一厂退休老人孔德勤 1953 年走进了正
在建设的国棉一厂。“那时候西郊是一片荒坟土
岗、深沟大坑，我们刚进厂时住的是工棚，却幸福
得天天像做梦一样，一个没文化的穷孩子能当上
国家大厂的工人，我把心都织进了布里。”

[ 新形势下艰难转型]

光阴如梭，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郑州纺织
的光环与荣耀渐渐褪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
展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郑州纺织企业逐渐陷
入机制不活、装备落后、产品单一、竞争乏力、历史
包袱沉重的困境，郑州纺织厂不得不通过改制谋
求生存。

2006年2月，郑州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对老
纺织工业基地进行规划改造。这意味着郑州西部
棉纺织企业改制重组重新上路。

漫步在几个棉纺厂的社区，随处可见八九十
岁高龄的老人，他们平淡朴素地活在当下。数十
年前，他们青春豆蔻时，正是火一样时代里的主
角，把人生无怨无悔地奉献。他们是“十
万棉纺大军”中的一员，他们让荒凉的西
郊“平地起高楼”，他们用双手和智慧再
造了一个郑州。

借东风构建
工业体系框架

1949 年，国家根据经济布局
需要，先后在郑州新建、改建和扩

建了 100 多家工业企业，其中，重
工业是重头戏。

“一五”计划期间，我市被列为
全国重点建设城市，国家共投资约 3.22亿元，
新建扩建了郑州第二砂轮厂、郑州纺织机械
厂等65家大型骨干企业。“二五”计划期间，国
家投入资金 7.1亿元，先后新建、扩建了郑州

铝厂、郑州电缆厂、郑州柴油机厂、郑州煤矿
机械厂、郑州热电厂、郑州工程机械厂、郑州
发电设备厂、郑州粮食机械厂等 47个大中型
骨干企业，奠定了郑州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

[ 郑州重工创下多个第一]

随后，国家在郑州布局了一批重点科研
院所和院校，助推我市重工业的发展。

国家投资建立了白鸽集团，并相应配套
建立了河南工业高等专科学校、郑州磨料磨
具磨削研究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使我市成
为国家最大的磨具磨料生产基地和具有较高

研究水平的磨料磨具行业研究基地；而郑纺
机和郑煤机等骨干企业，则配套建设了郑州
机械研究所和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院等。

在这些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
下，我市重工业技术含量明显提升。其中，郑
州煤矿机械厂1964年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
液压支架，郑州工程机械厂研制出我国第一
台自行设计的液力变矩器、第一台动力变速
箱；郑州四棉厂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喷气织机；
1956年兴建的第二砂轮厂，多年来一直是我
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综合性磨料磨具生产
企业。

根据我市 197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重工
业在市内五区的工业版图中全面开花：嵩山
路以东以机械工业为主，集中有郑州水工机
械厂、郑州柴油机厂、郑州发电设备厂；华山
路工业区以第二砂轮厂等大型工业企业和配
套设施为主。冉屯工业区建有郑州工程机械
厂、郑州中原铝厂等大型企业。

[ 已成经济发展主力军]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基础上，我市
抓住产业发展机遇，发挥装备制造业产业优
势，依靠引进、创新与研发，重工业更加强化，
产业规模实现良性扩张。

据市统计局分析 2012 年我市经济发展
结构显示，我市工业内部结构总体表现为重
工业占据绝对优势。2012 年，全市轻、重工
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4%、19.5%，占全市
工业增加值总量八成的重工业拉动全市工
业生产增长 15.5 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增速
的贡献率达 90%，是支撑全市工业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

在我市重工业取得良好发展的同时，我
市也涌现出了一批龙头企业，享誉业内：郑
煤机集团创下行业多项第一、恒天重工成为
全国纺织机械的领军者、宇通重工成为工程
机械制造企业重组的成功范例、新大方成为
国内桥梁施工设备第一品牌，中铁装备集团
生产出世界上最大盾构机，助力国内外地铁
建设。

65年前，我市一批重工业企业投建，为
我市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
发展，我市重工业更加强化，产业规模实现
良性扩张。如今，重工业对工业增加值贡献
达到七成，越来越多的重工产品叫响全国，
走向全球。

郑州宏业纺织有限公司现代化纺纱车间。

郑 州 煤
机加大新产
品的科技含
量，走规模化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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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郑州第二砂轮厂、郑州纺织机械厂

等第一批重工业企业投建。

1958年<<<
郑州煤矿机械厂等47个第二批重

工业企业投建。

1964年<<<
郑州煤矿机械厂成功研制了我国第

一台液压支架。

1995年<<<
我市重工业龙头企业新大方集团研

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斜缆式架桥机。

2013年12月13日<<<
世界最大的盾构机在我市中铁装备

集团下线。

□本报记者 侯爱敏
实习生王卫峰

《郑州日报》刊出的国棉三厂插图。

郑州做大做强铝产业。

1953年的“五一”劳动节，郑州的第一家大型棉纺企业——国棉一厂
破土动工，郑州纺织城建设的序幕从此拉开……短短5年时间，占地60万
平方米的五大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浩浩荡荡的
10万郑州纺织大军，为郑州的建设与发展立下赫赫功勋，创下了每家企业

“每年为国家贡献一个纺织厂”的惊人业绩。

《郑州日报》当年报道棉纺厂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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