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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年3月1日，在宝丰机务段举行的郑州铁路局实现机车牵
引内电化暨蒸汽机车退役仪式上，该局最后一辆蒸汽机车退出历史
舞台，这标志着该局铁路运输动力牵引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2.2002年4月3日，受郑州市政府委托，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首次
采用土地使用权招标形式，公开交易4块经营性土地。此次土地使
用权招标出让，标志着国有土地出让性质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工作全面展开，今后商家用地要找政府，到土

地交易市场上获得。
3.2002年4月13日，郑州市“四桥一路”桥下机动车停车场一年的经营权，21个停车场、539

个停车位以156万元的价格拍卖。拍卖停车场在全国尚属首次。

郑州晚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办

2008 年：全村集体
收入6000万元，村民福利
越来越好

“到现在，我们村的集体收入已经达到
了 6000万元。”宋书宝说，村里的收入多了，
村民的福利也越来越好。

村里有了钱，咋花？宋书宝的回答
是，其中有一半以上都作为“工资”发给
了村民，其余的钱用作村中的基础设施
建设费用。

按照现在陈寨村的规定，60 岁以下村
民每人每月可以领到 1000 元钱，60 岁以
上村民每人每月可以领到 1200 元。为了
照顾老年人，60 岁以上老人在年中、春节
还会各补发 1 个月工资。同时，村中 18
岁以上的人，每年还会发 1500 元的旅游
费等福利。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给村民们带来的不
仅仅是村中发放的福利，而是村中人气的急
剧攀升。

由于陈寨蔬菜、花卉等几大批发市
场的繁荣发展，引来了很多外来人员的
就业兴业。陈寨村民看准了“商机”，他
们出租的住房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
情况。

村民李大庆今年 50多岁。他告诉记者
说，随着陈寨村的不断发展，他家的变化也
越来越明显。

“我家最初是草房，后来盖平房、三四层
的楼房，4 年前，我家已经盖起了 7 层的楼
房。”李大庆说，由于他家的房子盖的较早，
其规模和现在村里很多家相比已经明显落
后了，“人家盖的都是10多层的高楼，还有电
梯，不过，我们全家都已经很知足了。”李大
庆说，他们家现在的租房户有 50多户，经济
收入很可观。

宋书宝向记者透露说，目前村里的村民
靠租房收入，最多的一年有 50多万元，最少
的一年也有10多万元，这也成了目前陈寨村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据了解，陈寨村里有村民 2800多人，而
居住的外来人口已经有9万多人。这么一个
居住着10万多人的巨无霸村庄，如何确保安
全？宋书宝介绍说，村委会和公安部门要求
全村村民对外来人口严格管理登记，同时，
从去年开始，村里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电子
监控设备，随时监控。

未来规划：让村民们
住上现代化高层住宅

“说实话，改革开放30年间，我们村发生
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村民如今的富裕生活，
我有时候想起来，感觉还不太相信呢。”村民
李大庆这样说。

陈寨村的未来发展会是啥模样？在宋
书宝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蓝图，上面清晰
地注明：陈寨新城。

“随着郑州市城市的发展，对于像处于
城市边缘的陈寨这些城中村，改造是早晚
的，我们需要做先期规划。”宋书宝说，已经
规划好的“陈寨新城”主要包括了 6栋 28层
现代化高层居民建筑，新区内设置有花园、
绿地。

“我们想在位于海洋馆东边的一个区
域，建设这样一个新城，如果陈寨村改造，可
以让村民搬进新城居住，享受发展带来的幸
福生活。”宋书宝说。

陈寨：靠批发市场壮大的“巨无霸”
上世纪70年代，这里随处可见破败不堪的茅草屋；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层平房破土而出，在全村蔓延开来；上世纪90

年代，村中开始出现五六层的楼房；而近两年，村民们争相盖起了10层以上带电梯的楼房……位于郑州北部的陈寨村，已
历经了4次住房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折射出村民生活的巨变。不少网友评价说，陈寨村堪称河南的巨无霸城中村。

9月8日，已经在陈寨村工作40多年的书记宋书宝说：“没有改革开放，就绝对不会有陈寨村今天的面貌。”
晚报记者 裴蕾 李亚洁/文 周甬/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村里全是破旧茅草屋

“我 1966 年开始进入陈寨村委会工
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现任陈寨村书记
宋书宝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陈寨村是贫穷
的。当时，村里全部都是破旧的茅草屋。
村民们主要靠种粮、种蔬菜为生，管理方
式是大集体经营，集体劳动，记工分，年终
才会进行分配，也就是现在说的吃“大锅
饭”。村里的社员们一天最多才能挣到 8
角钱，3 个劳动力以上的家庭一年最高收
入几百元钱。由于粮食不够吃，村里 80%
以上的家庭都要靠吃“黑粮”来填饱肚子。

“当时，我们村里有个叫陈长宝的人，
一家六口挤在一间茅草房里，生活全靠公
社救济，几个孩子也都是生产队养大的，一
年到头，他们家别说挣工分了，还欠队里不
少钱。”宋书宝说。

“1985 年，我们村有个叫陈国山的村
民，率先花了 1 万多块钱盖起了两层小洋
楼。”宋书宝说，这在当时的村中引发了一
场“地震”，“村民都议论着，说啥时候才能
住上这样的楼房。”宋书宝说，其实也就是
在随后五六年间，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村
民们都陆续住上了五六层的楼房。

1995年：陈寨蔬菜
批发市场开业，当时其规
模位居全国第六

要想带动村民致富，最重要的就是要
发展集体经济。

1994 年，陈寨村委会进行换届选举，
新一届村委会决定：今后陈寨村的发展，要
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其前提就是要发
展集体经济。也是一个偶然机遇，促成了
陈寨村首个集体龙头企业的诞生。

“当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关虎屯
蔬菜市场由于受到面积狭小、交通不便等
限制需要外迁。”宋书宝说，当得到这个消
息时，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一定要把
这个蔬菜市场引到陈寨村来。

经过与工商等部门的协调沟通，最终
他们的想法实现了：一个全新的蔬菜批发
市场在陈寨村落户，面积达80亩。

建立蔬菜批发市场，没钱咋办？当时，
通过向村民集资、银行贷款和村委会自身
筹措等途径，先后投入了 800 多万元。
1995年，陈寨蔬菜批发市场顺利落成并开
业。作为当时郑州市最大的蔬菜批发市
场，其规模位居全国第六。

“就在开业的第一年，我们村里就分到
了 300万元红利。”宋书宝说，这笔钱当时
除了还贷款，基本上都分给了村民，让村民
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

“那时候，如果种地卖菜，一家几口人
一年收入 2000 多元就了不得了，而我们
给每名村民每月发 200 元钱，每个人每年
能收入 2400 元，一家 4 口人可以收入近 1
万元钱了，这样丰厚的收入，当时很多村
民都满意得不得了，大家都享受到了改革
的成果。”

尝到了发展集体经济带来的甜头，
陈寨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一发不可
收拾，1997 年，陈寨村建起了汽车交易市
场，1998 年，著名的陈寨花卉市场和冷库
也开始建成营业。

10 年前，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居民，平
均每年每人用在购买花卉上的支出为 50 美
元，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居民，平均每年每人用
在花卉上的支出达到了 90多美元，而当时的
中国人，用在花卉上的支出每人每年有多少
呢？仅有0.4美元。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会
对精神文明方面有更高的需求。郑州城市经
济发展很快，花卉在郑州市场的前景应当说是
十分广阔的。”宋书宝说，正是瞅准了这个“商
机”，从 1997年起，陈寨村筹划起了一个大的
项目——陈寨花卉市场。

经过长达1年多的规划和建设，1998年12
月26日，陈寨花卉市场正式开业，当时的规模
有 1.8 万平方米，50 多家商户，这也是北方城
市最大的花卉市场。

“花卉市场开业了，我们可以说是郑州首
个吃螃蟹的人，谁都不知道在郑州办花卉市场
是否能被市民接受。”宋书宝说，幸运的是，开
业之初很快到了春节旺季，郑州市民出于好奇
心理，纷纷来花卉市场选花，市场遇到了“开门
红”。春节前后短短10天时间，有很多商户就
赚了一两万元。但是，任何一个市场的成熟，
都必须接受时间的考验。

宋书宝说，在随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花

卉市场也沉寂了一段，特别是到了夏季，是最
为清淡的季节，很多商户支撑不住纷纷退却转
让，又有新的商户进入市场经营。这样循环往
复 3年左右时间，陈寨花卉市场越来越成熟，
销售额也实现了稳定突破。

“我们市场门前的停车场，就是我们销售
情况的‘晴雨表’。”宋书宝形象地说，在花卉市
场开业之初的一两年，仅仅会看到有开封、洛
阳、新乡等挂着“豫”牌照的车辆，而在三四年
后，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外省的车辆越
来越多。市场的商户们开始大量进行花卉批
发，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

“我们用 4年时间，就将陈寨花卉市场建
成了全国花卉市场的集散地，也是中国中西部
地区最大的‘南花北调、东花西走’集散地，交
易辐射范围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山
东等地。”宋书宝说，陈寨花卉市场越来越红
火，原有的花卉市场场地已显得十分狭小了，
于是，在 2005年 4月 7日，位于北环路附近的
陈寨花卉市场全部搬迁到了国基路上的郑州
植物园内，营业面积达到了6.2万平方米，商户
也扩充到了700多户。营业额方面，陈寨花卉
市场已从开业之初每年的几百万元发展到现
在年收入两三亿元，并为 3000多人提供了就
业岗位。

1998年：陈寨花卉市场亮相，几年后成为全国花
卉市场集散地

陈寨村装的闭路监控系统给人一种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