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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 年
1 月 20 日 郑
东新区的标志
性建筑——郑
州国际会展中
心正式开工，
开启了郑东新

区大规模建设的序幕。
2.2003 年 2 月 18 日 由郑州日产

汽车有限公司全力打造的帕拉丁新
车隆重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在 SUV
（运动型多功能车）的制造能力上又
实现了新的跨越和提升，步入了世
界先进行列。

3.2003年4月11~12日 中国北方
旅游交易会在郑州开幕。来自全国25
个省、市、自治区和境外9个国家、地区
的代表及参加者数万人参加旅游交易
盛会。

4.2003年4月14日 华中棉花交易
市场在新郑挂牌。该交易市场位于新
郑国际机场，目前交易大厅有150个座
位，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

高山：小山沟里的“中国阀门之乡”
一不占据丰厚的资源优势，二不具备便利的交通优势，高

山，偏居于荥阳西南一隅的小乡镇，30 年前，几个村民拿着
一台废旧的阀门拆卸模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故事，30 年
后，近 2000 种规格的各类阀门在高山遍地开花，成为国内产
业领头羊。

高山，成为了一个产业霸主的缩写，拥有了一个响彻全国的
名字“中国阀门之乡”。 晚报记者 杨观军 王战龙 文/图

起源 比葫芦画瓢，搞
维修打开致富“阀门”

平展的马路、新颖的路灯、美丽的广场，附
近新建的楼盘卖力地炫耀着自己的实惠和美
观……这是城市的一角吗？不，这是距离郑州
40多公里的山区乡镇，荥阳高山。

高山镇位于荥阳市西部，距县城16.5公里，
东西长 9公里，南北宽 6.5公里，属于典型的黄
土丘陵地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广种薄
收。”高山镇副镇长付全民毫不避讳高山的短
处，用当地人的话说，那是“人多地少石头多，出
门艰难总爬坡”，窘困的地理环境，并未妨碍高
山成为响彻全国的阀门集散地。

荥阳阀门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而有
关高山阀门的起源，58岁的原高山镇工业办主
任付书盈回忆说：“因高山地处丘陵，十年九旱，
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填不饱肚子，所以只有搞
副业。”“上世纪60年代末，高山人民公社派出
了 120多人的副业大修队，服务于铁路、煤矿、
桥梁等，细心的人发现锅炉上的阀门易消耗，更
换频繁，并且工艺简单，返乡的时候就特意带了
一个阀门回来。当时有个高山人民公社机械
厂，那里有在1962年大精简时从兵工厂回乡的
师傅，他们将阀门拆卸，然后比葫芦画瓢，1971
年组装生产出第一个排污阀。”

发展 简易工棚里走
出乡镇企业阀门生产基地

现高山阀门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有宏回忆，
他所在公司的前身是大队砖瓦场，乡亲们七拼
八凑了2000元，十几名农民平整了临路的玉米
地，在山嘴掏个窑洞，“所谓的设备，就是3间简
易工棚，两台摇摇晃晃的老爷车床”。

高山阀门企业的起步大抵均是如此。“当
时最难的是没有原材料，”李有宏说，“高山没
有矿产资源，原料属于国家调拨，一个社队企业
从哪弄材料？只能去废品收购站，将收来的废
铜烂铁重新回炉，加工成阀门，也用砖与其他厂
家换钢材。”

“村村马达响，户户都冒烟”，阀门迅速成为
高山的支柱产业，从最初生产低技术、小投资、
高效益的排污阀为主，逐渐品种花样翻新。

1976 年，高山公社集体企业发展到 180 多
家，社员家庭企业发展到 800 多家。高山的经
济实力跃居河南省前5名，与浙江温州、福建南
安、天津大占齐名天下，并称“中国乡镇企业四
大阀门生产基地”。

1985年，高山乡政府学习“苏南模式”，阀门
再次发展壮大，一度“村村机器响，组组车轮转，
户户产阀门”，全乡年产阀门15万余吨，行销全
国30多个省市以及一些欧美国家。

推销 从跟着烟囱走到
巨大的口碑效应

高山阀门有限公司老员工李天佑记得第
一次推销经历，1974年，厂里派他到西安推销，
人家问：“哪儿的？”“河南荥阳高山阀门厂的。”

“走吧，没听过。”三言两语中结束了李天佑的第
一次推销。

他背着阀门像个没头苍蝇，“不知道去哪，
后来发现哪个单位有烟囱，就必然有锅炉，有
锅炉必然用阀门”。烟囱成了推销员的路标，
他们到一个城市就先去找哪有烟囱。

1980 年以后，阀门厂家激增，销售利润可
观，厂里或者村里有远见的人走出家乡，漫步全
国大小城市，搞自己的经销网络。便宜的价格，
过硬的质量，高山阀门通过“口碑效应”在计划
经济体系下闯出一片天地。

至上世纪 80年代末，高山有近万销售人员，
遍布全国大小城市。“高山”阀门至此响彻全国。

上世纪 90 年代初，高山镇曾更名为高阳
镇，然而新名字却遭到了市场的抵制，“当时不
断有在外销售的人员反馈，说高山阀门大家都
知道，说高阳阀门，大家摇摇头，不知所以”。李
天佑说，2004年，高山再次恢复原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高山阀门蓄势待
发，但随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强制实行，集
体企业发展风向骤变。

“按当时说法就是分干分净，很多企业
的厂长和技术员都成了个体老板，高山水暖
器材厂原有职工 650多人，1991年仅剩 180
人。”付书盈回忆。

高山乡政府实地调查后，紧急喊停，出
台《关于大力发展集体企业的若干规定》，激
励集体企业发展，经过一番引导，稳住了没
有倒闭的集体企业，使个体企业走入了正规
渠道。

10年后，“改革风”再次袭来，高山镇又
一次遭遇改制阵痛。

1997年 10月，高山镇企业改制工作全
面铺开，对集体企业进行排查摸底，资产评
估，采取一厂一策、一厂一制的企业改革。

集体企业承包给个人经营，一部分社队
企业相继破产。“当时镇里也是顶住压力，保
存了一批集体企业。”高山镇书记周进良说，
事实证明，改制让个人的企业几乎全部破
产。而顶住改革风的集体企业——高山阀
门有限公司，却在大浪淘沙中屹然挺立。
该厂现任总经理李有宏，1975 年建厂是工
人，经历了企业风风雨雨的他感慨地说：

“都分了，个人承包了，那些小企业重销
售，轻质量，更不要说革新工艺，更新设备
了；而像高山阀门公司，注重产品升级换
代，主要产品有闸阀、截止阀、蝶阀、球阀
等 16 个品种系列。荣获中国行业十大名
牌。产品畅销国内并出口美国、加拿大、
巴基斯坦，是自营进出口企业，现在资产
7000多万元，公司下属铸铁、精铸、金加工、
橡胶、总装等9个生产分厂。”

未来 绘就蓝图，工
业、农业等齐发展

如今，国家的部分蝶阀产品标准，许多都
是采用了荥阳一些企业的产品标准。

2008 年 9 月 9 日，全国阀门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安全阀、球阀工作组在荥阳成立，主要
负责我国安全阀、球阀领域国家标准的制订
和修订工作。

“工业园区化、农业产业化、生活城镇化、
就业乡土化”，这是高山绘就的未来蓝图。镇
区东部当年铝厂存放赤泥灰废弃的大坑，如
今，沟壑变平地，一排排厂房拔地而起，预计
总投资约3亿元人民币，建标准化厂房150栋
的大型阀门工业园区已初具规模。

高山镇党委书记周进良说，四个方面相
辅相成，企业集聚发展，以及产业配套方面的
兴起，将壮大城镇经济，开拓就业渠道和增加
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从而达到“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的目标。2007年，全镇财
政收入 2410 万元，GDP17.3 亿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 6696元；而 2008年上半年，全镇的财
政收入就达到 1411 万元，GDP10.2 亿元，农
民人均现金收入5534元。

现在阀门并非高山唯一的支柱产业，已
经悄然兴起的碳素行业占据了高山经济的半
壁江山，镇阀门产业总产值达到36.7亿元，占
总产值的 65.7%，碳素产业总产值达到 11.2
亿元，占总产值的20%。

而正在进行的植物柴油种植试点“钱景”
光明，据周书记介绍，文冠果是一种抗旱、抗
寒、耐瘠薄、移栽成活率高的“能源”树种，生
命力极强，具有适应性强且无病虫害，可粗放
管理，有挂果早、见效快、产量高、产品销路
好、经济效益显著等特点。成果期亩产可达
3000 斤左右。他们计划在全镇范围内种植
文冠果并联合附近几个乡镇建设占地 30万
亩的生物能源林，已筹备建设生物柴油炼油
厂，作为生物能源林的龙头企业。

另外，竹川村风景秀美，拥有逍遥观古
迹、“竹林活水”（太溪地、百亩竹林）等自然
资源优势，规划建设郑州竹文化苑，开展生
态观光，依托竹川优美的自然环境，建设老
年公寓，确保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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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 坚持集体企业撑家，终在大浪淘沙中屹然挺立

“阀门之乡”高山镇

工人正在车间生产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