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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70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
下，在中国人民以及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13亿多人民万众一心、砥砺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夺取了新的伟大胜利。

70年来，郑州——这座内陆城市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已发展成为中部地区对外开放高
地，正向着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奋力前进。郑州70年发展大事记，见证着郑州城市面貌翻天覆地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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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国务院批准郑州为内陆开放城市

1992年 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像骀荡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各个角
落。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市委、市政府确立了“依托两线，四面通
开，外引内联，走向世界”的发展路子，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转
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逐步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先后制定了《关于
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加快改革开放步
伐，把全市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台阶的决定》《关于在部分国营大中型
企业进行引入“三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试点的意见》等一系列措施，抓
好试点，大胆实践。

1992年 8月 1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郑州市为内陆开放城市，享受
沿海开放城市优惠政策。10月，中国内陆第一个公路口岸——郑州公
路港正式开通。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郑州将建民用机场，以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为代表的航空城正式崛起。

1994年12月30日，“四桥一路”全线通车，郑州正式进入立交时代。
1998年以后，市委、市政府还采取抓大扶强战略，将列入省 50户

重点企业(集团)内的 9户企业作为全市“抓大”范围。到 1999年年底，
全市已有白鸽、百文、思达、宇通、煤电、豫能、众生 7家上市公司，筹资
总额达21亿元。

2000年 6月，时任河南省长的李克强提出加快开发郑东新区。时
光荏苒，当年荒凉的农田变身为繁华的 CBD，郑东新区早已成为河南
对外形象的窗口，而280米高的千玺广场则被亲切地称为“大玉米”，成
为郑州新的地标建筑，散发着东区的活力与激情。

郑东新区 CBD的经济活力与受关注度均令人瞩目，而在郑州西
部，与东部 CBD形成“呼应”格局的 CCD（文化产业中心）也正在加快
建设。“四个中心”的建设，势必会为郑州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一座新的
郑州市地标。

2000年 12月 28日至 29日，市委七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研
究确定了十五期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实
现战略目标采取的重要措施。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市委、市政府根据十六大精神，确立了
“发挥商贸优势、拉长工业短腿、带动现代农业”的经济发展思路。
2003年，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发展思路作了调整，把
发展工业放到了第一位。

2004年 3月 18日，市八次党代会再次对“拉长工业短腿、发挥商贸
优势、带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作了肯定，使工业发展在全市经济发
展中奏响了主旋律。根据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带来的新形势和新变
化，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决定》，确定了以工业为主导
的“五个一百”工作重点和“三个一千亿”的战略目标。

2002年，郑州市农村工作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全
面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业生产进一步向优质化、
区域化和规模化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行，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2003年，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强化农村科技创新，推进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发展现代化农业注入了强大活力。2005年，市
委、市政府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
求，提出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大
了对农村龙头企业的扶植力度，积极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特色农
业经营，出现了一批观光农业、创汇农业、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园区。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是华夏炎黄子孙于农历“三月三”在新郑祭拜
先祖黄帝的仪式。自 2006年（农历丙戌年）开始，升格为“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2008年国务院确定新郑黄帝拜祖大典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十余年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发出这样深刻而隽
永的昭示：大典是全球华人精神家园的深情召唤，一年又一年的大典都
在演绎着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中华儿女的心灵故乡在新郑。

2006年起，郑州市开始实施跨越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以 280个
项目尤其是20个重大项目为抓手，成立了以市委主要领导为指挥长的
8个指挥部，全面协调指挥全市的跨越式发展工作。

2006年 12月，市九次党代会召开，对经济发展思路作了进一步调
整和完善，定位为“强化枢纽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建设商贸都市，发展
现代农业”。

2007年 10月 15日，党的十七大召开，为推进我市经济社会跨越式
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市委作出《中共郑州市委关于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决定》，努力实施
郑州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坚定不
移地朝着建设文化郑州、生态郑州、平安郑州、和谐郑州的目标迈进。

2007年,
“空中丝绸之路”+“米”字形高速铁路网，
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2007年，中国引进国外技术、联合设计生产的“和谐号”动车组在

郑州铁路局上线运行。2012年 12月，京广高铁全线贯通，郑州到北京最
快只需要 2个多小时，动车组运行速度也一路提升到如今的时速 300公
里。继京广、陇海线路的高铁开通之后，2016年，郑徐高铁建成通车，郑
徐高铁是“米”字形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四纵四横”之一的徐兰客运专线东段的组成部分。郑州通过徐州，连通
了华北、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高速铁路网。京广、陇海、郑徐高铁的公
交化开行模式让高铁成为中原地区旅客出行的首选。目前，郑州“高铁
朋友圈”中的省会城市及直辖市达到24个。铁路的发展日新月异，郑州
的枢纽地位，随着“米”字形高铁网的建设将更加凸显。根据《河南省“十
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到 2020年，以郑州为中心的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将初步形成。

2010年 10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中部地区第
一个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 5.073平方公里。2016年 12月，郑州经开综
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规划面积3.204平方公里。

2013年 3月 7日，郑州航空港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上升
为国家战略。五年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航空港区对外开放的步伐
不断迈进，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一个连通
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立体交通枢纽强势崛起。

“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多式联运日臻完善，郑州机场客货运量
跃居中部地区“双第一”，2017年年货邮吞吐量突破50万吨，首次跻身全
球机场50强；航空、高铁、城铁、地铁以及高速路和快速路自由换乘的格
局逐步形成；活牛、水果、冰鲜水产品等口岸相继建成，构建起我国内陆
功能最全、效率最高的通关口岸体系。航空港区“陆空网”三位一体的立
体交通和物流优势还吸引了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多个领
域的企业投资建厂，逐渐形成“八大产业集群”。2017年，航空港实验区
生产总值达700亿元。

2013年12月28日，郑州地铁1号线顺利开通，郑州迈入了地铁时代。
2015年 12月，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投入运营。
2016年 10月，郑州市获批全国首批综合交通枢纽示范工程城市。
2017年 1月，国家批准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定位：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此
后，郑州已逐步成为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及辐射带动作用的城市，并加
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步伐。作为国家位置和定位双中心的城市，枢纽
是郑州发展的最大优势，也是国家战略选择郑州的主要考量。

2017年 4月，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正式挂牌成立，
“高效简便”的服务体系逐渐形成，“自贸速度”成为郑州的一张靓丽名
片。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郑州撸起袖子加油干，打造成为内陆开放新高
地。自2017年河南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后，郑州片区通过先行先试，探索
形成了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政务服务“一次办妥”等
一批创新案例，改革创新任务完成三年总任务量的
80%。

2019年 4月 12日，“郑州—连云港—东南亚”铁海
联运成功首发，开创了“一箱到底”的全程多式联运
物流新模式。

2019 年 9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在郑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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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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