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2 年：假电缆线风
波后的产业转型

1992年初，“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行动开
始。“回郭镇又一次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然
而这次的轰动，和30年前人民日报发表先进经
验，形成了巨大反差。”牛玉乾痛心地说。

1992年4月的一天，面对中央电视台的现场
转播镜头，回郭镇人民亲手点燃了涅槃之火：18
万米劣质电线电缆和数千公斤劣质材料被付之一
炬。原《河南日报》记者、《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
望》的作者之一姬业成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我再次回到回郭镇的时候，正是家家工厂关门、
有关部门去抓人的时候，全镇经济一片萧条。”

1992 年的假电线电缆事件给了回郭镇以
沉重打击。1993年 5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
李长春对回郭镇的发展作了全面批示：“回郭镇
要杀回马枪，变成优质电线电缆生产基地。”在
此情况下，回郭镇决定建立优质电线电缆生产
基地，在全省率先提出了在乡镇一级创办工业
商贸园区的设想，第一次叫出“人口向城镇集
中、企业向园区集中”，让“生产工业化、生活城
市化”的响亮口号，一大批电线电缆企业迅速朝
其中聚集。

现在，在回郭镇科技园区，看不到一根竖立
的工业烟囱。有人认为烟囱的绝迹，标志着一
个新的产业时代已在回郭镇悄然兴起。

一个经由镇政府起草，规定和遵守了多年
的经商“准则”是：不准上任何会给回郭镇带来
污染的项目，发现污染现象，必须立即停止和赔
偿数额巨大的环境损失。

2008 年：要做亚洲最
大的铝加工基地

据介绍，回郭镇工业园区初步形成了以铝
加工、电线电缆两大支柱产业，以铝板、铝合金
板、幕墙板、铝塑复合板、空调箔、食品箔、电缆
箔、医用箔和高档电线电缆为主的产业产品结
构的发展格局，年铝加工能力达 80万吨，成为
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铝板带箔加工基地。2007
年园区实现销售收入 151亿元，出口创汇 9000
万美元，利税8亿元。

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比起长江三角洲和
珠江三角洲地区，回郭镇党委书记李小虎也坦
言：“仅存的部分优势在减弱，优势产业产品科
技含量低，流动资金需求量大，受出口免抵税等
宏观调控的影响较为突出，加之城镇建设水平
落后工业发展速度，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滞后
于经济发展需要。”

一直关注回郭镇发展的牛玉乾也建言：整
合资源，不要内耗、互相打压，要形成产业集团，
形成航母集群；要围绕优势产业搞好研发，要有
自己的专家队伍和科研基地，拥有独立的知识
产权；加快企业上市，要引进职业管理人才，尽
快让家族式企业脱胎换骨。

“今年，我们按照20平方公里的规模，聘请
郑大教授编制了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铝加工业
专业市场建设规划，新上了 10 多个铝加工项
目，加速了铝加工行业的聚集发展。”李小虎对
回郭镇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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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 年 5 月
29 日 经国家新
闻 出 版 总 署 批
准，省新闻出版
局同意，市委决
定：《郑州日报》
恢复出版，并担
负郑州市委机关

报的职能，《郑州晚报》全面改版，郑州晚报社
更名为郑州日报社。

2.2002年6月19日 郑州市从今日起正式
实施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外地公民入郑州市户
口条件放得更宽了。

郑州晚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办

100年前，它是中国工商业的先觉者和实践者；文革后期，它
被人民日报誉为中国“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它是中国乡镇企
业的摇篮，在上海、无锡、温州的史志上，都把它作为引导者来记
述，改革开放初期作为领跑者，一南一北，“中国两大‘镇’：深圳，
回郭镇”的说法道出了它地位的辉煌；如今，在它的境内没有一根
工业烟囱，却是全国最大的普通铝板、箔加工基地。３０年来，这
里的人们经历了大喜大悲后，愈挫愈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它就是回郭镇。 晚报记者 杨观军 王战龙 周伟卿 文/图

回郭镇 总有奇迹在这里发生
借“五七指示”悄

悄办工厂

回郭镇，伊河和洛河怀抱处，曾因
商业繁荣，与朱仙镇、赊店镇、荆紫关镇
并称为河南四大名镇。辖区名胜古迹
众多，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曾在
此建都。

与悠久的历史文化相比，更令回郭
镇人骄傲的是他们沿袭千年的商业传
统。原回郭镇文化馆馆长、镇政府党办
主任孙志威老人说：“回郭镇人为啥不
像河南其他地方的农民那样祖祖辈辈
种地？那是被逼无奈！”孙志威认为，回
郭镇属丘陵地带，人多地少、仅靠种地
难以养家糊口。而回郭镇恰好依傍伊
洛河，水路运输发达，为当地人提供了
经商的便利。

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学校和纺织
厂为依托，回郭镇各种商号、客栈、饭
店、手工业作坊等应运而生，其中，以卷
烟业发展最为迅猛，到 20世纪 40年代，
烟厂最多时达48家，其中部分还实现了
机械化。回郭镇就此成了远近闻名的
工商业城镇。

新中国成立后，“岭上十年九旱，
滩地三年一涝”的回郭镇，怎样才能让
老百姓吃饱饭？今年已 73岁的王占高
老人，曾先后筹办机械厂、化肥厂、电厂
并长期担任企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
说：“要提高农民生活，就要提高农业产
量，要提高农业产量就得改善生产条
件。岭上旱、滩地淹，怎么解决呢？打
井、开河，平地、施肥。”

这些都需要电，需要化肥，钱从哪
里来？办工厂。王占高回忆，当时虽然
全国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回郭镇
人从毛主席“五七指示”中拿到法宝，提
出了“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
业”的口号。因具备以往工业留下的基
础，经过简单恢复和改造，回郭镇迅速
崛起了一批社队企业。

“最有名的是建在偏僻的沙沟河
的五七化工厂，当年投资，当年盈利。”
王占高说。建成五七化工厂之后，回
郭镇利用“滚雪球”、“母鸡下蛋”的办
法，又先后投资办起了化肥厂、棉纺
厂、铸造厂、砖瓦厂、电器厂、第二化工
厂等企业。

到 1974 年 10 月，回郭镇的社队企
业已由最初的 6个发展到了 57个，全镇
到处厂房林立，农村浇地和耕田基本实
现了机械化。

1974年春天，河南省委主管经济的副书
记王纬群，从郑州赴洛阳考察，途经当时巩县
回郭镇，看到这里土地平整，庄稼茁壮，拖拉
机轰鸣，一片繁荣，回郭镇的名字深深地印在
了他心中。

此后不久，当一篇由《河南日报》记者杜
贵宝、通讯员牛玉乾撰写的关于回郭镇《围绕
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长篇调查文
章送审到王纬群手上时，他立即批示“突出发
表”。

1974年 12月 15日在《河南日报》头版头
题，以通栏大标题《光明灿烂的希望》，突出发
表经审改后的文章。

牛玉乾，后任郑州日报社副总编，现已离
休担任河南省先进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的他，
说起文章的发表时回忆说，1973年他被抽调
到公社当专职通讯员。当时，回郭镇下放了
很多省直机关的干部，其中就有现任河南省
政协主席的王全书，他当时给王纬群当秘
书。稿子就是通过王全书才到王纬群案头
的。这也是牛玉乾动脑筋走了点“后门”，但
就是这个小后门，开启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
的大门。

约 10 个月后，载有这篇回郭镇文章的
《河南日报》通过一位叫周长庚的人，转到了
毛泽东的手中。

周长庚是浙江省永康县银行职工。长期

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他从河南的亲戚那
里正好看到了这篇文章，他认为，社队工业大
有可为，如果毛主席赞成回郭镇的做法，那其
他县也可以这样搞。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把关于回郭镇的文章连同另外两份发
展社队企业的资料一并寄给了毛主席。

毛泽东收阅后，当即于 1975 年 9 月 27
日写信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内容是“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
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将三
件连同毛泽东的信印发给正在召开的北方农
业会议及在京中央同志，同时将报道送《人民
日报》。1975年 10月 11日，《人民日报》在头
版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标题转发了
《河南日报》的调查报告，并配发了署名郭大
江的评论《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回郭镇的肯定和《人
民日报》的突出报道，使回郭镇经验很快轰动
全国。

1975年春，彩色纪录片《回郭镇的春天》
拍成上映，将回郭镇的事业推到了顶峰。随
着一批批参观团的到来，回郭镇经验如种子
般撒向全国，遍地开花。现在的“苏南模式”
和“温州模式”的起源，包括大邱庄、南街村等
发展民营企业的做法，其实都打有回郭镇的
烙印。

1982 年 8 月，伊洛河涨水，回郭镇 7 个
行政村被水所淹，倒塌房屋近4000间，数万
人无家可归，几乎所有的镇办工业企业遭
受重创。

“从这以后，集体企业开始向民营经
济转变。”王占高说，“这场水灾，让回
郭镇人又一举打破了农村工业只能集体
办的思维定式，创造出了非公有制经济
的雏形。”

社队企业冲垮了，一部分有技术和销
路的能人开始选择自主创业——在废墟上
盖上简陋的厂房，购买机器，开始了家庭作

坊式的生产。
一个经常上演的镜头是——谁家看准

了一个项目，打声招呼，一夜之间就能募集
到数千元的资金。此后，电线电缆、家用电
器、机械、化工等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
全镇涌现。

资料记载，在很短时间内回郭镇开办
工厂1691家。仅生产电线电缆的个体厂家
就有 1000多个，成为全国最有名的生产和
产品集散地。

1984 年，回郭镇工农业总产值在河南
省乡镇中第一个突破亿元大关。

毛泽东亲自批示让回郭镇“红遍”全国

整洁的回郭镇民营科技园

上世纪70年代，回郭镇社队企业生产
的农用机械已颇具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