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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庙，本是郑州市一个不起眼的城中村，然而自从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建起了有“中原硅谷”之称的河南科技市场，就名声
大噪，人气陡升。两年前，白庙村开始拆迁改造，河南科技市场
步入整体升级改造阶段。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中原乃至全
国著名的集科研、商贸、物流、办公、住宅、购物、休闲于一体的
电子“硅谷”。 晚报记者 徐刚领/文 王银廷/图

日月如梭，岁月流转。白庙村曾组织人
马编著《白庙村志》，希冀对白庙村溯本求
源，然而遗憾的是，《白庙村志》至今没有付
诸刊印。不过，近几十年来白庙的发展历
史仍然清晰可辨。

其实，狭义的白庙村主要指白庙村民委员
会的一、二组，这也正是如今河南科技市场的
所在地。广义的白庙村应当指白庙村民委员
会，其下辖有白庙、大铺、小铺、姜寨４个自然
村共１０个村民组。

谈起三十年前的白庙村，村民老李说，改
革开放初期，白庙村第一、二村民组合起来也
就是1000多口人，不足现在的一半，每个人分
的土地也很有限，也就是一分多地的样子。村
民们主要种水稻和小麦。种水稻用的是城市
污水，口味也不好。村民种地很辛苦，一年忙
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

上世纪 80年代后期，精明的村民开始
在自家土地上建房子，对外出租。刚开
始，房子盖的都不高，最多三层。但是，
随着城市框架的进一步拉大，外来人口
不 断 拥 入 城 市 ，房 客 越 来 越 多 ，村 民 们
的房屋也是节节攀高。

2006 年下半年白庙村开始拆迁改造之
前，白庙村与郑州市的众多城中村一样，村民
几乎家家户户都建有楼房，一般人家为五六
层，个别高者也有八九层的。在这寸土寸金的
都市村庄里，这些“不动产”除了自身所具有的
昂贵价值外，还可以靠出租挣得一笔既稳定而
又可观的收入。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房子没拆以前，村
民们都有很多房子，差不多每家一年都有十
来万元的租房收入，临街的一年能弄到三四
十万元。”

１.2001年 8月8日，河南省首家住房置业担保公司——
郑州正信住房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该公司的成
立，是郑州市房管部门激活房地产市场做出的重大举措。

2.2001年 8月8日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中国）试验示
范基地在郑州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立。

3.2001年8月29日 郑州市外来投资办事大厅投入使用，
本市外经贸、工商、国税、地税、环保、财政、技术监督等有关部
门将在大厅内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

4.2001年 8月31日～9月2日 来自世界14个国家的16个
城市的127名代表欢聚绿城郑州，参加第14届世界中等城市合作
发展网年会暨国际商贸交流大会。“芝麻网”即世界中等城市合作
发展网1992年7月31日在英国肯特郡的梅德斯通市成立。

岁月的指针步入上世纪90年代，古老的中
国大地，乘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强劲东风，
开始新一轮的腾飞。白庙人未来的出路在哪
里？白庙该向何处去？这是摆在白庙人面前的
现实问题，也是白庙村的村官们不得不思考的
问题。那段日子里，白庙村的村官们一有空就
出去找项目，北上、南下，考察了大半个中国。
他们从频繁的考察和自己的经历中意识到：白
庙村地处城郊，办企业不符合城市规划，但周围
聚集有部、省属几十所大中专院校，上百家科研
机构，如果咱也像北京的中关村那样，建上一个
科技市场，因地制宜，发展一个无烟项目，这不
是咱们所处地域的最大优势和近水楼台的大好
事吗？

村民老李回忆起河南科技市场的建立，仍
然满面笑容地说，“当时，那还是一片菜地。村
干部想着如何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办科技市场，
这个点儿也算想对了。”河南科技市场就此应运

而生。白庙人以豪气冲天的超前意识瞄准了高
科技这个连都市人都望而却步的行业，在全国
开创了农民出资建高科技园区的先河。1993
年 4月 12日，河南科技市场正式开业。它位于
文化路与东风路交会处，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
集中。交通便利，环境幽雅，一下子就吸引了全
省 IT精英的目光。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河南科
技市场在建成创新大厦、中科大厦、中关大厦等
基础上又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总建筑面积已达
12万平方米。技术产品辐射北京、上海、新疆、
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并远销日本、加拿大、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已发展成为覆盖中西部
地区的科技项目和产品交易中心，成为中国名
列前茅的科技市场。目前已有 1000 多家科技
型企业在这里安家落户、从业人员 20000 人左
右，其中科技人员占 50%以上。ＩＴ企业数占
河南省ＩＴ企业总数的６０％左右，“科技市场
打喷嚏，全省电脑市场都会感冒”。

然而，白庙村与郑州市其他城中村一样，村
内建筑密集，杂乱无章，消防隐患巨大，市政配
套极不完善，村内环境脏、乱、差。随着城市的
发展，城中村改造已是势在必行。由于场地等
因素的限制，河南科技市场中的许多企业无法
就近设厂，也制约了信息产品的产业化和本地
化，导致河南科技市场的产业链条相对较短，同
时市场内的商户和企业大部分从事经销和代理
业务，经营品种单一，自主研究和开发的能力十
分有限。对河南科技市场进行升级改造，提上
议事日程。

2006年下半年，金水区与深圳市淞江投资
担保集团就白庙村改造项目举行签约仪式。

2006 年 9 月中旬，白庙村村内的村民、商
户、租房户正按照拆迁改造通告的要求，陆续向
外搬迁，白庙村的拆迁改造及河南科技市场升
级改造工作由此拉开了大幕。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白庙
村的改造工作进展缓慢。白庙村与河南科技市
场何去何从，让人产生了很多猜想。记者多方
打探，但是有关各方均出言谨慎。

记者最终了解到，目前郑州市豫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担负起了建筑面积达 140 万
平方米的白庙村暨科技市场旧城改造项目重
任。该公司是深圳市粤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郑州市投资的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为 1 亿元人民币。白庙村暨科
技市场的改造项目取名豫华广场，豫华广场
力求打造成含科技市场、综合商业、写字楼、
商务公寓、智能住宅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
目。未来的河南科技市场将成为辐射中原，
影响中国中西部地区的 IT 市场。白庙村也
将通过城中村改造，与河南科技市场一道，实
现“浴火重生”。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
村民争建不动产，一年轻松收入十来万元

进入新世纪
河南科技市场升级改造，白庙村“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