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立中原区实现城市化

当然，中原区还是郑州市重要的政
治中心、工业区、文化区。中原区历史
悠久，所辖区域由郑州西部、荥阳县东
部、荥泽县南部，经过多次行政区划调
整而形成。

历史沿革可追溯至清初，郑州西部
设立白鹿保、石佛保等保；荥阳县设有高
阳、孝义两乡，高阳乡辖须水保等 7个
保；荥泽县南部设有沟赵保等保。清末，
郑州设立永康区（辖今中原区的林山寨、
周新庄、冯湾、阎垌、岗刘、郭厂等村）等
7个区；荥阳县设立共8个区；荥泽县设
立4个区。民国初年，郑州沿用永康区、
长乐区等7个区；荥阳县设立东区（辖今
中原区须水等村）、西区、南区、北区4个
区；荥泽县（1931年 6月，荥泽县、河阴
县合并为广武县。1948年，广武县、汜
水县合并设立成皋县）辖沟赵等村。

1948年 10月，原郑县的城区部分
设立郑州市，原郊区部分设立郑县。郑
州市分设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郑县
分设第一区（辖今中原区冉屯、董砦等

村，高新区五龙口等村）、第二区、第三
区、第四区、第五区、第六区（辖今中原
区林山寨、周新庄、岗刘、石羊寺、冯湾
等村）。

1955 年，郑州把郑州市第二区更
名为二七区、第三区更名为建设区。
1956 年，建设区新增三官庙街道办事
处（辖今郑棉一厂、三厂、四厂一带）。
1959 年，郑州将建设区的嵩山路以东
区域划归二七区，嵩山路以西区域划归
建设区。

1960年 5月，郑州设立中原人民公
社，辖三官庙、纺织路、建设路、林山寨、
绿东村、桐柏路、常庄 7个分社。1961
年 8月，中原人民公社更名为中原区，
东起嵩山路，西至西流湖，南起颍河路，
北到火力发电厂，辖建设路、三官庙、棉
纺路、桐柏路、林山寨、绿东村 6个街道
办事处，和中原农业公社（后更名为中
原乡）。此时的中原区大部分为城区，
国棉一厂、国棉三厂至六厂，郑州煤矿
机械厂、第二砂轮厂、郑州印染厂、郑州

电缆厂等众多企业相继建成投产，成为
郑州市乃至河南省的重要工业区。

1987 年 3 月，为了促进郑州市城
区、乡村的快速发展，让经济较为发达
的城区带动乡村，郑州市进行区划调
整，将原属郑州市郊区的须水乡（1994
年改为须水镇）、沟赵乡、石佛乡（1997
年改为石佛镇）和原属金海区的大岗刘
乡划归中原区。

2005年 9月，中原区对大岗刘乡、
中原乡进行撤乡建办工作，经郑州市政
府批准，大岗刘乡更名为航海西路街
道 ，中 原 乡 更 名 为 中 原 西 路 街 道 。
2011年 3月，中原区成立须水街道、西
流湖街道。至此，中原区辖区全部为街
道建置，全部实现城市化。

2025 年，中原区辖须水、西流湖、
柳湖、莲湖、航海西路、中原西路、林山
寨、桐柏路、绿东村、棉纺路、三官庙、建
设路、秦岭路和汝河路 14个街道。高
新区代管区域设有沟赵、双桥、枫杨、梧
桐、石佛5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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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中原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郭增磊 鲁韵昊

焕发新活力向新向上向前向未来

夏夜中原，霓虹闪烁，人潮涌动。
沿着“一路四街”走来，看到这个昔日的
工业锈厂，已经蝶变成幸福市民的生活
秀场。昔日的人流是老工业基地沸腾
的发展鼓点，下班时数以万计的工人如
潮水般从二砂、郑煤机等厂矿涌出；而
今城市更新的“一路四街”每天就像盛
大的节日庆典，从商业街进进出出的人
潮堪比春运，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打卡
街景、品尝美食，感受现代都市的繁华
和惬意。如今，“一路四街”寸土寸金，
随着商圈集聚，人潮汹涌，商家一铺难
求的背后，更彰显活力街区的繁华。

当前，中原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
关于河南及郑州工作的重要论述，全
面贯彻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
深化“八大工程”建设，厚积薄发、崛起
倍增，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突破，推动
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跃升。紧紧围绕

“郑州在全国万亿级城市中位次持续
前移，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
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中

担当重任，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
前’”的总目标，增实力、勇担当、善作
为、作贡献，打造以郑州中央文化区
（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
合示范区。推动高效能治理实现突
破，以智能体城市建设为载体的党建
引领网格化治理扎实推进，城市运行
效率、公共服务质量、社会治理效能显
著提升，风险防化能力、本质安全水平
显著提升，成为高效能治理标杆城
区。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乡
村全面振兴上奋勇争先，在着力改善
民生、加强社会治理上奋勇争先，在着
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上奋勇争先，在
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上奋勇争先，
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和标志性成果。

“十四五”即将收官，谋划“十五
五”紧锣密鼓。中原区正加快推进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都市型工业为支撑、
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现代产业体系。
科技服务业聚焦节能环保、工业设计、

数字经济、检验检测邓领域，打造科技
创新的“桥头堡”、细分行业的“领头
羊”，推动一批企业向“小巨人”“独角
兽”企业迈进。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
济，加快形成龙头引领、梯队协同、链
群互动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都市型
工业，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人工智
能等领域，打造百亿产业集群。前瞻
布局未来产业，锚定高端医疗器械、人
形机器人等赛道，力争 2030 年未来产
业总规模达到 400 亿元。加快“智转
数改”和“三化”改造步伐，巩固提升纺
织服装等产业优势地位。提升现代服
务业能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
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
务业高品质和多样化。

今日中原区发展的脚步铿锵有力，
不仅有穿越时空隧道深厚的积淀，更有
创新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向新、向
上、向前、向未来，澎湃的激情，正激越
着奋进的鼓点，中原区 98.57万人民的
心跳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勇担时代使
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再创辉煌。

挺起郑州工业脊梁

中原区是郑州老工业基地，华山路上见
证了中原区乃至郑州市工业发展的高光时
刻：1963年，郑州三磨所成功研制出了中国
第一颗人造金刚石；1966年，中国第一颗立
方氮化硼也在这里问世。上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中原区聚集了大量苏联援建的工业
项目，全国最大、亚洲第一的中国第二砂轮厂
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 57个重
点项目之一，磨料、磨具产量最高占据全国产
量的 25%，许多产品国内首创、多项产品填
补国内空白，现存的亚洲最大的德国援建包
豪斯建筑群，见证了郑州工业的辉煌。如今，

“一路四街”已发展成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
产业带。

中原区的纺织工业亦如璀璨的明珠，
曾 经 支 撑 起 郑 州 市 工 业 的 半 壁 江 山 。
1958 年，国棉四厂研制出我国首台喷气织
机；1957 年，郑州纺织工业总值为 14347
万元，几个国棉厂的总产值占郑州市工业
总产值的 36.22%，跃居郑州工业第一位。
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棉纺路上这 5 家国
棉 厂 一 直 都 是 郑 州 市 经 济 发 展 的 领 跑
者。辉煌时期中原区工业的发展，成为郑
州工业的骄傲，也叫响全国。优渥的工资
和福利，让职工的日子如蜜甜，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

文化底蕴深厚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一部中原区
的历史，在河南、郑州的分量也非常厚重。
中原区分布着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商代
及东周时期遗存，考古发掘新旧石器时代的
物证，在历史长河中见证了中原地带深刻的
文化印记。

中原区文化底蕴深厚，现存文化遗址丰
富，已发现庙沟、白寨、马庄、孙坡、三十里铺、
白寨遗址等多处遗址。其中，庙沟遗址发现
商代及西周时期遗存；白寨遗址文化堆积较
厚，发现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商代及东周
时期遗存；孙坡遗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
类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更加繁荣，该遗址的
发现，对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夏代过渡的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三十里铺遗址为商代时期
遗存，对于商代时期社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这些历史遗存经过考古发掘，已
经建设成生态文化公园对外开放，成为市民
了解中原历史、近距离感受厚重中原文化的
探源之地。

免预约+延时开放+特色活动

6家博物馆暑期惠民
举措共绽文化魅力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为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广
大群众暑期参观需求，郑州市文物局局属 6家博物馆在 7月 21日至
8月 31日，将推出一系列惠民措施，涵盖开放时间调整、入馆方式优
化以及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充实而精彩的
文化盛宴。

暑假期间，郑州博物馆、郑州二七纪念馆、郑州商代都城遗址
博物院、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郑
州博物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分馆取消闭馆制度，全周无休开放，开
放时间 9：00~18：00（17：30停止入馆），让观众在夏日里有更充裕
的时间探寻历史文化的魅力，特别是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接触历史
文化的机会。

在入馆方式上，除处于试运营阶段的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新馆外，其他各馆实行免预约参观服务（团队参观仍需预约），观众只
需携带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在特色活动方面，各博物馆也是精心策划、亮点纷呈。郑州博物
馆正在展出的“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让
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同时推出“豫见
大象”亲子小剧场活动，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演，让孩子们在欢乐中了
解大象与河南的渊源；“岐黄润童心·健康向未来”儿童义诊活动则将
传统文化与健康关怀相结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助力。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持续推出沉浸式剧场《桑林祈雨》，以
生动的演绎带观众穿越回 3000年前的商都，感受古老的祭祀文化；
暑期研学活动《智趣商都：科技解锁三千年文明》《“鼎鼎”有名》等，通
过科技与历史的融合，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探索商都文明，领略古代青
铜文化的独特魅力。

郑州二七纪念馆开展“红色小小讲解员”招募活动，为青少年提
供一个锻炼自我、传播红色文化的平台；推出《京汉铁路工人之觉醒》
等三部动画片，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大河汤汤》主题展览，深入挖掘大
河村遗址的文化内涵，展现远古先民的智慧与生活。

河南南水北调博物馆举办“丝路华章——唐代青花瓷瑰宝展”，让
观众领略唐代青花瓷的独特魅力，感受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郑州博物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分馆推出“清凉一夏”文博暑期课
堂，以现场教学、MR体验等形式，让学生了解汉代冶铁文化，在学习
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郑州市文物局局属博物馆将通过延时开放、免预约参观和丰富
的特色活动，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暑期文化休闲的好去处。

沙画DIY模拟“地层堆积”

寓教于乐
“潮”玩之中学考古

S307公交线路正式开通
公交＋地铁，打造清凉出行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张倩 实习生 于记兆）为提高市
民乘客出行通勤效率，全力守护市民乘客的清凉
舒适出行路。郑州公交 S307 线路于 7 月 19 日正
式开通运营。S307 线路为地铁 4 号线农业东路站
C 口至建业总部港的公交线路，线路采用与地铁
同 频 发 车 时 间 模 式 ，能 极 大 地 缩 短 乘 客 等 待 时
间。炎炎夏日，出了地铁坐上公交，清凉出行，一
站直达。

据介绍，该线路于 2024年 10月 19日开始试运
营，经过前期的实地调研、模式调整，最终由一条
接驳线路，确定为S307常规公交线路。根据市民出
行需求，车辆采取早、晚高峰运营模式，早高峰 7：40
从地铁4号线农业东路站C口发车，9：10发出最后一
班车；晚高峰 17：00从建业总部港 F座发车，运送乘
客至农业东路站 C口，18：30发出最后一班车，将建
业总部港 A 座、B座、C座、D座、E座、F座与地铁 4
号线农业东路站一线串联，从公交到地铁，一站直
达目的地，确保乘客可以实现公交地铁的无缝零等
待换乘，清凉出行。

经常乘坐 S307 路的乘客反馈说：“现在出地铁
就能上公交车，特别方便。”“坐公交接驳车可以比
平时节省 10分钟，而且现在天特别热，出地铁上公
交接驳车，清爽到岗。”

同时，为方便市民出行，郑州公交 B5路青年文
明号党团员志愿服务队组织志愿者多次深入居民
区、办公区、商业圈，进行现场查勘、调查问卷、意见
建议征集等多种方法，汇集了市民对公交服务的要
求及意见，还开通了龙子湖地铁站 D口至超聚变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的公交接驳专线，接驳专线每周一
至周五早晚高峰运营，每天采用固定时间接送乘
客。7：40 和 8：10 两趟车，从龙子湖地铁站 D 口发
车，途经明德园站、水之郡站、磨李、时梗社区站，
之后直达北龙湖园区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8：20、18：50、20：50分别从北龙湖园区超聚变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发车，运送乘客至龙子湖地铁站 D
口。通过公交接驳线路，精准匹配企业员工的出行
时间，实现公交与地铁、园区之间的无缝衔接，让市
民通勤更加便捷。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图）7 月的郑州，骄阳似火，郑州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内却因一场别开生面的“流沙艺术
创作”活动，洋溢着清凉与创意的交融。7 月 19 日，五彩斑斓的
沙粒在此汇聚成一幅幅流动的文化画卷（如图），吸引着从银发
苍苍的老人到天真烂漫的孩童，共同沉浸于一场穿越时空的文
明探索之旅。

步入博物馆，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11岁的童童正屏息凝神，
将一抹幽蓝的细沙缓缓倾入玻璃画框。沙粒轻舞，如同时间的细流，
在光影交错中缓缓沉淀，勾勒出一道层次分明的文化地层。“瞧，这像
不像考古的文化地层？”童童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稚嫩的话语
如同春风拂过心田，引得周围家长会心一笑，共同见证这份童真与历
史的奇妙邂逅。

沙粒，于孩童而言是嬉戏的玩具，于考古学家则是解读大地密
码的钥匙。此次活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匠心独运，将平凡的
沙画 DIY 升华为一场文化的盛宴。参与者们以五彩沙粒为笔，于
方寸玻璃之间，模拟“地层堆积”的神奇过程，构建出心中的梦幻雪
山、神秘海底或是浩瀚星空，每一幅作品都是对古老文明的一次微
缩再现。

“沙落指尖，景现框中。这不仅是一场手工创作的盛宴，更是一
次微观的‘考古’探险。”活动负责人介绍，“在考古的世界里，不同颜
色、质地的土壤层层累积，默默记录着岁月的流转与人类文明的足
迹。今天，大家通过层层叠加彩沙，塑造景观，正是对地层形成与文
明累积过程的一种直观而富有诗意的模拟。每一粒沙的轻舞与沉
淀，都是对时光流逝与历史厚重的深情诉说。”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参与者们全神贯注，指尖轻舞，
引导着沙粒的轨迹，在画框内绘就一幅幅千姿百态的“小世界”。
吕先生与妻子邓女士这对银发伴侣，小心翼翼地倾倒着彩沙，脸上
洋溢着孩子般的喜悦。“这可是我们老两口头一回做手工。”吕先生
笑言，“谁说只有小朋友能玩？我们老同志玩起来，也是别有一番
风味！”而常女士则耐心指导着两个女儿，她翻阅着记满活动预告
的笔记本，眼中满是期待：“这里的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玩乐
中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真希望这样
的活动能越来越多！”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流沙艺术创
作”活动作为“清凉一夏”暑期系列活动的重头戏，旨在打破公众对
考古工作的传统认知，将考古学中关于时间、地层、创造的核心精
神，转化为公众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趣味文化体验。“我们鼓
励大家将这份‘流动的艺术’带回家，让窗台多一抹‘会呼吸的风
景’。这抹风景，不仅是美的点缀，更是一份连接古今、关于文明创
造与时光沉淀的独特感悟。”

据悉，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清凉一夏”暑期系列活动将持
续至 8月底。除了流沙艺术创作，考古博物馆后续还将推出景泰蓝
非遗手作体验、古法造纸工坊、考古专家讲座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此外，一路之隔的“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
工地”也正同步开展暑期特别活动，诚邀市民共赴一场文明与创意
的盛宴。

二砂文创园 本报记者 徐宗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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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友擦亮眼睛

警惕“完美恋人”投资骗局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近日，市民张女士在网上交友，遇到一

名自称军人的男子，她以为遇到了“完美恋人”，可结果却落入了
对方的投资诈骗陷阱，损失高达12万元。郑州警方提醒，一定要
牢记反诈公式：完美恋人+点击链接/下载APP+投资=诈骗。

据了解，受害人张女士日前刷抖音时收到陌生人私信，对方
表示想交朋友。

交往中，对方自称是即将退伍的军人，称在部队只能通过淘
宝或快手聊天，张女士遂添加其淘宝账号联系。之后，对方请求
张女士帮忙操作投资账户，发来“上海期货交易所”网址，张女士
登录对方账号后看到账户内有5万元。对方称其舅舅有内幕消
息可获利，张女士按其指挥在该平台投资，见对方账号持续盈利
后，便自行注册账号充值操作。当想要提现时，客服要求缴纳3
万元认证金，张女士察觉异常后报警，已被骗12万元。

郑州警方提醒，网络交友时一定要擦亮眼睛，面对素未谋面
的网友，保持谨慎的态度，一旦对方提出借钱、转账、投资等要
求，千万不要冲动跟随，更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扫描二维
码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APP。

在“知乎”上，有位从上海返郑
找工作的网友，发帖问郑州哪个区
比较好？热心网友回帖，用“低调的
实力派”来评价中原区。“我所居住
的中原区，曾是郑州当之无愧的繁
华核心区。”网友罗列了国棉厂、电
缆厂、二砂、郑纺机、郑煤机、郑州三
磨所、工程机械厂等众多声名赫赫
的老国企，称它们如同一根根坚实
的支柱，撑起了西区往昔的辉煌，还
介绍了中原区正经历的产业转型，
如今的中原区现代、时尚、活力迸
发。穿越时空隧道，沿着历史脉络，
让我们一起读懂厚重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