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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新区的崛起，需要强大的经济投入；一个区域
的发展，需要持续有效的资金支持。当郑东新区的开发遭
遇强烈质疑时，这家机构为它提供了第一笔授信；当郑东新
区逐步成长为新的城市亮点和经济增长点时，这家机构与
它齐头并进、共谋发展。作为第一家入驻东区银行的支行
行长，卢炎武亲身感受着郑东支行和郑东新区的不解之缘。

晚报记者 马燕/文 赵克/图

和郑东新区首次合作“相伴而生”
2002年，郑东新区的设计蓝图亟待付诸实施。尚未起

步的郑东新区，急需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但是，看不到现
实的利益，投资者按兵不动，金融机构徘徊观望。卢炎武介
绍说：“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省行较早地看到了新区的发
展前景，并且从支持地方发展的社会责任出发，对新区的金
融支持不遗余力。”

提及第一次合作，卢炎武感慨良深：“刚开始，真是举步
维艰。当时，新区没有任何融资经验，我们对基础设施信贷
业务也涉及不广。双方都在探索合作之路。”后来，在农总
行、省分行的建议下，郑东新区设立土地储备中心，为土地
储备贷款投放创造了条件和平台。2002年10月，对郑东新
区的首笔 20亿元授信审批完成，郑东新区直接用信 5亿

元。随着第一笔款项的到位，双方终于迈出了成功合作的第一
步。“2003年3月28日，省行果断决策，正式组建郑东支行。虽
然最初只有3名员工，却首开为客户开设支行的先河。”

和郑东新区“共同成长”
随着郑东新区的发展，入驻客户不断增加，农行郑东支

行的经营框架不断扩大。卢炎武用一组数字说明了支行这
7年间的发展：支行员工数从最初的 3名壮大到 36名；支行
存款金额突破 31亿元、贷款突破 51亿元；支行的利润从无
到有到目前直逼2亿元。随着这些数据的增长，郑东支行在
农行系统内也脱颖而出，从“不起眼”的单点小行成长为资
产规模最大、经营效益最好的支行。

卢炎武坦言，支行发展得益于郑东新区的进步。“事实
证明，农行对郑东新区的贷款是有远见的，新区对我们的回
报是超出预期的。”

其实不止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郑东支行一家“相中”郑
东新区，现在多家银行、企业总部扎堆进驻，CBD金融商圈
加速形成，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更已成为全省最具活力的金
融和企业总部核心区，成为全省金融机构、企业总部最集中
的区域，被评为“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CBD”之一和“河南省
30个服务业特色园区”之一。一个现代化的、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金融聚集区正在形成。

随着郑东新区建设的日臻成熟，从建设到建设管理，到
今天乃至未来的繁荣，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见证了这一
切。尤其是2002年首批“入驻”郑东新区的19名公务员，他
们对新区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近
日，记者采访到了他们中的一位——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土地规划局副局长刘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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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第一天：越向东，城市景象越暗淡
2002年，郑东新区管委会成立后，正式面向社会招收公

务员。当年28岁的刘大全正在郑州市规划局工作。由于他
曾参与过东区规划的组织工作，对东区的情况比较了解，这
也为他在公务员考试中“过关斩将”奠定了一定基础。刘大
全以自己所报考的土地管理专业为例，具体说明了当时竞
争的激烈：“我这个专业就有五六十人报考，最后只有我一
个人‘突围’了。”

2002年4月1日，刘大全和其他18名公务员正式到郑东
新区管委会报到上班。清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家住秦
岭路附近的他就来到了指定的班车候车点。7点钟，怀着
新奇、憧憬而又紧张的心情，刘大全踏上班车，从城西往城
东进发。越向东，城市的景象越暗淡，他的心也跟着起伏
不停。

当天，领导安排刘大全和几位同事一起，着手编制一份

郑东新区的宣传册。“那时候，熬夜干通宵都是很正常的事
儿，也从来不感觉累，有股子冲劲儿。”说起第一天上班吃
饭，“吃的什么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不过那时只能吃食堂，附
近也没饭店。”

晚上 7点，刘大全结束了第一天的工作，伴随着落日的
余晖，他走上了回家的路。此后的几年间，他每天都是早出
晚归，上班从西往东，下班从东往西，同事打趣说，我们是

“追着太阳走的人”。
8年间，所有人都看到了郑东新区的变化

上班第一天的情景深深镌刻在了刘大全的心中。此后
郑东新区每一天、每一年的变化和发展不断给他带来惊
喜。8年来，刘大全感触最深的就是人们对郑东新区态度的
变化。他说，2005年以前，开发商经常会问：“你们现在拍卖
的土地，开发价值有多大？”准备征地的单位问他：“郑东新
区有发展前景吗？”亲戚朋友问他：“郑东新区的房值得买
吗？”2005年以后，开发商开始时刻关注着还没找到“主儿”
的土地，有征地意向的单位隔三岔五就问有没有合适的地，
亲友更是希望通过刘大全掌握第一手“买房信息”，“有开盘
的楼盘，提前通知我啊，我先去排队”。

“他们的态度从怀疑到肯定再到追捧，我们对郑东新区
的开发从建设到建设管理再到走向繁荣，这都是一个过
程。一直不变的，是我对郑东新区的信心，对我们这个团体
的信心。”刘大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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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力量由弱转强

2001年12月28日 郑东
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郑编
［2001］27 号)，为市政府派出
机构，统一负责郑东新区规划
建设和管理工作。

2002年1月2日 郑州市
委组织部批复成立郑东新区
管委会党委及纪委。

2002年 1月10日 王福
成任职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

(兼)，丁福浩(兼)、梁惠予、王广国(挂
职)任职郑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2002年4月1日 市人事局面向
全国为郑东新区管委会公开招录了19
名公务员。随后明确了各局（办）领导
班子及人员分工、基本职责。

2002年4月15日 金水东路正式
开工，标志着郑东新区基础设施建设
开始起步。

2002年7月22日～7月28日 郑
东新区公安分局成立。

2002年8月19日～8月24日 郑
东新区土地储备中心成立，在管委会
领导下负责规划范围内土地的使用、
储备、前期开发和出让工作。

2002年10月25日 中国农业银
行尚福林行长一行对郑东新区建设项
目进行考察调研。中国农业银行河南
省分行贷款 20 亿元支持新区开发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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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区区
这次看到郑东新区，30 平方

公里已经成规模、出形象了，还有
三个鲜明特点：一是规划思路新，
采用组团式布局搞了六个组团，而
不是像过去或有的城市那样摊煎
饼；二是规划建设起点高，搞国际
招标，汇集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规划
设计理念；三是市场化运作，以原
来的老飞机场为本钱通过市场化
的方式进行开发，不但郑东新区建
设起来了，整个城市建设也活了。
城市面貌的改观，改善了群众生活
环境，改变了河南的形象。

——2006年 11月 14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吴邦国在河南考察工作，对郑东新
区的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