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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崛起新地标]

对于郑州人来说，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不
仅是一座标志性的建筑，更是一座城市竞争
力的象征。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糖酒会

经常在郑州举办，再加上后来的郑交会的举
办，郑州会展之城的名声不胫而走。不过后
来，由于郑州的展馆建设、展览设施跟不上会
展业的发展，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滑。

1993 年，中原国际博览中心建成投入
使用，其室内外展览面积达到了 4.3 万平方
米，在当时也算是个“庞然大物”了。然
而，不到十年，它就隐没于郑汴路旁林立
的专业市场之中了。

为提升办展条件，市政府投资 22 亿元
建设郑州国际会展中心。2003 年 1 月 20
日，隆隆的钻机声打破沉寂，郑东新区的
第一个项目、CBD 三大标志性建筑之一
的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打下第一根桩，如火
如荼的建设扑面而来。

以 2005年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投用为全
新起点，郑州会展业逐渐步入发展快车道，
在办展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创造了令
人瞩目的“郑州效应”。

[领跑中部会展业]

面对国内各大会展城市的激烈竞争，我
市依托农业、汽车、旅游、食品加工等产业优
势，有针对性地拜访国内外知名展览机构，
吸引全国大型流动展会先后在郑举办。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调查信息显
示，自2010年至2012年，郑州会展业主要指
标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带动旅游、餐饮、住宿、
娱乐、交通等相关产业发展显著，三年间，会
展业共带动社会经济效益近400亿元。

2013年，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为龙头的

郑州会展业发展再创新高，佳绩不断。作为
中部地区最为优秀的展馆之一，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以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
博览会、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全国糖酒食品交
易 会 等 164 场 展 会 及 会 议 、年 接 待 观 众
1972000 人次为答卷，带领河南会展业一马
当先驰骋中部地区。

“2014 年，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将再接
再厉，预计举办展览文娱项目 84 场，会议
120 余场，接待观众 200 万人次。”将郑州
建设成为中国会展名城，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总经理温忠东信心满满。

[打造区域性会展中心]

“郑州会展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办展数量一年百场，郑州人不自满；展会面积
突破百万，郑州人还想再突破；摘取了中国最
佳会展城市、中国最具潜力会展城市的桂冠，
但郑州依然在自豪中谦虚地前行，一步一个
脚印。”第七届国际会展文化节组委会执行主
席倪玮说，越来越多的人正领略到中国中部
会展之都——郑州的实力。

从全国会展业发展格局来看，以北京、上
海、广州为龙头的三个会展产业带已经成熟，
以郑州为核心的中部会展产业带和以成都为
核心的西部会展产业带正在孕育形成之中。
按照“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方向，我
市将着力把会展业培育成为现代服务
业的先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构
建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国家区
域性会展中心。

炎炎夏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内展会接连不断，熙熙攘攘的人
流测量着郑州会展业持续拔高的“热度”。中原国际车展、郑州国际
茶产业博览会、中国（郑州）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公布的2014年展会排期表上，各式各样的展会一直排到
12月份，单月展会最多达二十余场。

位于我市东南部的中原福塔，是全世
界最高的全钢结构电视塔，比日本东京铁
塔和法国埃菲尔铁塔还要高的福塔，不但
是我市一座地标性建筑，更是市民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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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文静

2003年1月20日<<<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打下第一根桩，拉开

郑东新区大开发、大建设的序幕。

2005年10月<<<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2010年7月<<<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被评为中国十大品牌

会展场馆。

2013年12月<<<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通过 ISO9000质量

管 理 水 平 认 证 展 馆 和 ISO14000、
OSHAS18000管理体系认证。

2005年2月<<<
中原福塔由国家发改委批复立项。

2006年12月<<<
中原福塔正式开工建设。

2009年10月<<<
中原福塔完工。

□本报记者 刘招

[文化产业标志性建筑]
6 月 14 日是李丹曼的生日，一大

早，她便早早起床准备好路上吃的零
食，催促妈妈赶快向中原福塔出发。
李丹曼说，班里的小朋友很多人都去

过福塔，可是她一次都没去过。
中原福塔又名河南广播电视塔，位于我市

航海东路与机场高速路交会处，该塔是世界最
高的全钢结构电视发射塔，是一座集广播电视
发射、旅游观光、名画展览、文化娱乐、餐饮休
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城市基础设施。该塔
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总投资 8.36
亿元人民币。塔高 388 米，其中，塔主体高 268
米，桅杆高 120 米，钢结构总重量约一万六千
吨，中原福塔在 2012 年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詹
天佑奖。

中原福塔于 2005年 2月由国家发改委批复
立项，2006年 4月开始初步设计，11月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方案得到我省发改委的
批复，2006年 12月 27日正式开工建设，2007年 3
月动工，2009年 10月完工。占地 141亩，建筑面
积 5.8万平方米，建筑高度 388米，概算投资 8.36
亿元，是河南省“十一五”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
目，是我省文化产业的标志性建筑。

[福塔上看郑州“全景”]
中原福塔钢结构采用横截面“桉叶糖”形圆

角等边三角形设计，具有较强的韧性和受压能
力，同时还首次采用钢筋桁架模板施工新技术，
这种技术有别于传统立体式施工方式，加工、定
位、焊接难度较大，被专家们称为“现代建筑与艺
术的完美结合，是美学元素融入科学设计的一次
伟大尝试”。另外，中原福塔的塔体不易变色，终
身免维护。

据中原福塔的设计者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
相关负责人解释，塔座为鼎，寓意为鼎立中原；塔

身为古代的乐器组合“编铙齐鸣”，寓意着中原福
塔的通讯传播功能；从上空俯瞰电视塔像一朵五
瓣梅花，蜡梅是河南的省花，五瓣蜡梅谐“五福
（幅）”之意，寓意为梅开五福，花开中原；从地面
仰视，电视塔像一尊竖立旋转向上、自然腾跃、飘
逸飞舞的凝固礼花。

登上268米的室外观光层，北面可以欣赏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CBD商务中心等标志性建筑的迷人
风姿；西面尽览郑州二七纪念塔和裕达国贸等郑州
城市风光；南面可以看到造型独特的航海体育场和
绿意盎然的田园风韵；东可以一睹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现代化风采。天气晴朗时借助望远镜，可以南望
新郑国际航空港，北眺蜿蜒曲折的黄河、雄伟的黄河
大桥、黄河风景区及炎黄二帝塑像。

[中原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旅游观光的同时，中原福塔更是中原文化

的百科全书。百家姓氏墙位于二楼大厅，游客可
以通过输入想要了解的姓氏，看到图文并茂的姓
氏起源解读。浮雕女娲造人、后羿射日、神农尝
草、伏羲画卦、云水洛神、愚公移山、河图洛书、仓
颉造字、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玄鸟生商、钻木取
火、盘古开天地等几十副大型浮雕展现的是一部
悠久绵长的华夏历史文化。

中原福塔不但吸引旅游者的目光，也吸引了
极限运动界最负盛名的“蜘蛛人”、世界徒手攀楼
攀岩第一奇人、法国人阿兰·罗伯特前来登顶。
2012年 9月 22日 9时 30分，阿兰·罗伯特正式向

“中原福塔”发出挑战。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惊险
挑战，阿兰·罗伯特成功登顶。阿兰·罗伯特挑战

“世界第一钢塔”的消息也引来了国内外数家媒
体的竞相报道。

中原福塔的夜景，更是迷人。漫步在福塔
广场，散步的人们三五成群，享受着生活的安
逸。不时地，他们也被塔的夜景之美所感染，拿
起手机，定格下这美丽的画面。 544 只灯柱实
现七彩渐变，辉映着路上的车流、城里的灯火，
没有了白天的巍峨雄壮，此时的福塔，绚丽夺
目，尽显玲珑曲线，在诠释一个大都市的繁华与
现代的同时，也把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彰显在
点滴间。

会展中心展厅。

1949年6月<<<
筹建郑州日报社。同月，郑州市委

决定创办《郑州日报》。创刊时机构为两
部一厂，即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

1949年7月1日 <<<
《郑州日报》正式创刊出版。创刊号

为四开四版，5号字体，竖排，繁体字。

1950年1月1日<<<
改用新闻纸印刷。

1950年3月30日<<<
启用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新报头。

1952年1月1日<<<
改用新五号字排印。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许大桥宋 晔 丁友明摄

如意湖畔的一颗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