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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青台遗址的发掘，有力的证实：中国丝绸起源于5500年前的郑
州。而到了近现代，纺织工业在郑州的城市工业发展史上，更是举
足轻重。
1948年解放时，郑州只有卷烟、面粉、纺织、木业等几个小厂，全市
的工业总产值仅有300万元。“一五”期间，国家对郑州的工业基建
投资３亿多元，1957年“一五”结束时，郑州的工业企业发展到575
个，工业总产值达到４亿元，９年间增长了300多倍。
1953年，国营郑州第一棉纺织厂开建，西区成为工业区的道路也由
此开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这里不断创造奇迹，风光一时无
两。 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图

说到郑州纺织，首先要说说
“豫丰纱厂”，也就是位于陇海东路
布厂街的国棉二厂。

上个世纪 20 年代中国“四大
棉纱大王”之一的上海人穆藕初，
1919年联合几家沪商，集资200多
万两白银，成立了郑州豫丰纱厂股
份有限公司。1920 年，豫丰纱厂
建成投产，这个拥有 5 万多枚纱
锭、200 多台布机、4000 多名工人
的大型纱厂，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

指。遗憾的是，豫丰纱厂生不逢
时。开工不到一年，直皖战争、直
奉战争先后爆发，抗日战争中更是
遭到毁灭性打击。

1953 年，在被日军炸剩下的
旧厂房里，政府安装了3万枚新纱
锭，在上海和本地招收工人，重开
豫丰纱厂。1954 年，郑州西郊新
建的纺织厂投产，由于拥有5万纱
锭，被命名为郑州国棉一厂，豫丰
纱厂屈居为“国棉二厂”。

1953 年，全国进入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期。棉纺业作为新中国
成立之初最大的实业。中央人民
政府确定在京广线沿线及京广线
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西安、郑
州、石家庄 4 个地方同时发展纺
织工业。这 4 个城市，加上原有
的邯郸、咸阳两地，被称为“六大
纺织基地”。

“平地起高楼”，在当时郑州
西郊的 1 万亩荒地上，国家投资
1.76 亿 元 ，以 一 年 一 个 厂 的 速
度，一口气建成了 5 家国营大型
棉纺厂。加上在“豫丰纱厂”基
础上建立的国棉二厂，郑州六大
棉纺厂的面积比当时的郑州市

区还大。它的南边，国家投资铺
设了陇海铁路专用线，把除国棉
二厂以外的五大棉纺厂与全国
各地联结起来，原料源源不断地
运来，产品输送天南海北。

郑州国棉厂以超常规的速度
发展起来，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
位。1959 年，郑州国棉一厂被评
为“全国工业先进集体”，1958 年，
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棉布质量评比
中，三厂一种规格的棉布拿下全国
第一，而四厂另一种规格的布也拿
到第二名的好成绩。四厂厂志显
示，1959 年该厂上缴利税 3567 万
元，而国家在这个厂的总投资不过
3628万元。

1983年12月，持续了近30年之久的“凭证
买布”的制度宣告终结，市场放开了，老牌国有
棉纺企业焕发朝气，锦上添花。

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浩浩荡荡的10万
纺织大军，创下了每家企业“每年为国家贡献
一个纺织厂”的惊人业绩。纺织业成为郑州市
的第一支柱产业，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地
方财政的贡献率曾经达60％以上。

郑州棉纺织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是 1981
年，这一年它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1亿元，利润
12302.7万元，税金9463万元。

那时的棉纺路一带，是郑州市最繁华的地
方。有人说郑州市政府建在西郊，就是为了方
便对棉纺企业的管理。因为当时郑州市没什
么大企业，主要就靠 6 家棉纺厂创造效益。
1980 年初，天然气引入郑州，首先保证供应几
大棉纺厂及其家属区。

短短几年时间，除国棉二厂以外的五大纺
织厂不仅连成了片，还建起了与之相配套的大
型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纺织器材厂，另外还有
4所纺织院校。郑州也开通了历史上第一条公
共汽车线路，从二七广场到国棉一厂。而配套
的医院、中小学、电影院等也随之星罗棋布。
1958年，西郊人口达到了17.4万。

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纺织企业的
生产计划均由国家统一安排，生产出来的纱、
布，由国家统购统销。改革开放后，国家不再
负责销售，吃惯了大锅饭的郑州纺织企业，没
有走上真正的市场经济之路，表面上几个厂生
产经营依然红火，已经埋下了衰落的伏笔。

90 年代初，棉花紧缺、成本上升成为引发
郑州纺织业衰落的导火索，长期以来积累的

“机制不活、设备陈旧、产品单一、包袱沉重”等
问题，在市场竞争中集中凸现，生产能力从占
全省的一半下降到不足1/20。

2003年，“用土地换生存”的方法被政府采
纳，也就是让六大棉纺厂搬迁，将原有厂址土
地的使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用土地的差
价来更新设备，重新参与市场竞争。通过招商
引资，行业重组，各个棉纺厂先后被拍卖、收购
和改组。

根据棉纺区统一规划，原国棉厂区将会
成为“郑州第二个 CBD”，随着众多商业项目
的进驻和资金的投入将引发新一轮的西区商
业集聚，地铁 1 号线的开工建设对于增进东西
联动、完善城市商业格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以棉纺路为中心国棉厂区将会焕发新
的活力，成为郑州高端群体聚集地，郑州城市
发展的新名片。“一五”时期，六大棉纺厂的面积

比当时的郑州市区还大

豫丰纱厂，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纱厂

10万纺织大军
“每年为国家贡献一个纺织厂”

凤凰涅槃
力争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名片

郑州国棉一厂，曾经的生产场景。

1960年，毛泽东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河南省
工业展览馆视察无梭喷气织机，看后赞不绝
口，幽默地说：“天上有喷气飞机，地上有喷气
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