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城小商品市场
近万商铺的招商工
作持续火爆，开业
市场已现繁荣，吸
引了大量经营户争
相入驻。3 月 19
日，华南城已开业
小商品市场E馆限
量保留旺铺公开招
商。本次推出的少
量铺源吸引了近千
名经营户现场认
购，开盘现场气氛
异常火爆。 赵娟

为积极承接中心城区小商品市
场外迁，郑州华南城小商品市场从开
始招商到开业运营，采取了一系列针
对经营户的优惠政策，除了大力推行
免租两年半的租赁政策，还通过1万抵
3万认筹及购铺就免2%总房款等一
系列优惠政策，减轻商户资金压力。

据悉，华南城小商品市场近
万商铺招商工作持续火爆，开业
市场已现繁荣，吸引了大量经营
户争相入驻。本次 E 馆少量保留
旺铺公开招商正是应广大商户要
求而开展的。开盘现场气氛火
爆，有的商户生怕抢不到铺子。

据现场认购商铺的曾先生介
绍，自己所在的老市场虽然暂未
拆迁，但市场基础配套和仓库太
过老旧，已没有办法承载更高标
准的拓展需求。自2013年起就开
始关注郑州华南城小商品市场。
因为有比较优惠的租赁政策，曾
先生就在华南城先租了一间铺子，
想先试看下效益。自去年8月试营
业以来，他惊喜地发现，在华南城
经营不但可以方便自己进出货，而
且地市的采购商也更乐意跑来进
货，每次来进货都比之前去市区节
省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

华南城虽承接的是批发商
户，但运营管理更像是商场的运作
模式，频繁而大规模的运营推广活
动吸引了周边甚至是市区的消费
者前来批量采购。如此一来，华南
城不仅为商户稳固了老客户，还培
养了一批新的客户。有不少前期在
此租赁的商户，趁此次开盘有较大优
惠，直接把之前租赁的铺子买下来，
有的准备在E馆多买几间，多铺点
货，生意越做越大。“现在批发、零售
互不耽误，营业额比之前还高。现在
店里人手不够用，要委托华南城帮
我招聘店员呢！”有商户笑言。

龙湖道路资源优势突
出，107 国道、郑新路纵贯
龙湖南北；郑州西南绕城
高速、郑尧高速穿龙湖境
而过；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
路、新郑机场与龙湖相邻。
郑州市规划中的郑州地铁 2
号线、BRT 城市公交线路终
点站、郑万铁路、郑州有轨电
车都经过龙湖镇区。作为郑
万铁路站点之一的郑州南站
恰好是郑州地铁 2 号南延线
的终点站，也是通往航空港
区的必经站点。而贯穿郑州
华南城项目地的地铁 2 号南
延线在郑州华南城项目园区
内设置 3 个站点。未来郑州
华南城可通过地铁与郑万高

铁直接连通，实现航空、高铁、
地铁的无缝对接，为郑州市民
提供最便捷的交通体验。因
此，越来越多的郑州市民将目
光聚焦在了郑州华南城。

据上海铁路建设计划，
以郑州南站为终点的郑合高
铁将于年内全面开工。预计
2018 年建成，预计从郑州到
合肥仅两个小时，到杭州也
不过 4 个小时。郑合高铁的
终点站设在郑州南站，与华
南城仅相隔 3 个地铁站点。
而杭州是国际旅游名城，这
与华南城 2 期的旅游功能定
位不谋而合。这一利好消
息，为华南城的快速发展又
增添不少动力。

航空、高铁、地铁无缝对接
便捷交通助力华南城

2014 年初，华南城集团
引入网络龙头公司腾讯作
为策略股东；同年 9 月 16
日，1.75 亿入股马可波罗
网；9 月 24 日，腾讯斥资 8
亿港币增持华南城股份。
华南城集团联手腾讯、马
可 波 罗 网 ，并 以“ 华 南 城
网”为平台，展开线上线下
一体化合作，打造中小企
业 O2O 生态产业链，助其

快速发展，并在各地华南
城快速落实到实践中。华
南城通过整合腾讯网络资
源，发挥自身实体商家优
势，建立现代物流体系，创
建“线上接海量市场、线下
接实体商贸地气、线中连
接现代快捷物流体系”的
特色“电商”模式，必将超
越传统“电商”，更具行业
竞争力。

特色电商 带动传统商户快速转型

郑州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历经12年，几经波折。

1982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公布
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
大的舆论中，郑州是火车拉来的
城市，城市的繁荣也就是近百年
的事儿，没有人把它当成古都和
历史文化的名城来看待。另外，
当时郑州还只管一个荥阳县，市
文化局也没有专门负责文物管理
的科室。所以，申报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工作，就没有被提上日程。

1985 年，国务院拟公布第二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建设部
和国家文物局 1985 年下发了国
务院申报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通知后，很多城市都积极
组织申报，郑州市也在其中。

是时，开封地区行署撤销，
巩县、登封县、密县、新郑县、中
牟县五县划归郑州管辖，实行
以市带县管理体制。加上 1971
年已管辖的荥阳县，郑州市辖
六县六区，面积达 7446.2 平方
公里，特别是巩县、登封、密县、
荥阳、新郑五县，都是文物比较
丰富的县。所以，郑州市的文
物管理保护任务骤增。为适应
这种形势，市政府批准成立了
郑州市文物事业管理处，隶属
市文化局管理，代行文化局对
全市的文物保护管理职能。同
时，郑州市政府又成立了郑州
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政府收到申报第二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知以
后，通知市文化局提出意见，市
文化局特别重视，提出郑州市应
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理
由是郑州市有郑州商城遗址，且
不论它是隞都或是亳都，都是早
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都城之一。
郑州又是闻名中外的二七大罢
工的策源地。郑州还有大河村
遗址、荥阳故城等重要的文物保
护单位，基本符合文物保护法和
国务院条例中规定的历史文化
名城应具备的条件。于是，申报
郑州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准备工
作就由市文物管理处负责。

申报文本形成后，即向国家
文物局递交了申报文本，并向国
家文物局领导当面作了汇报。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1986 年 12
月 8 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历
史文化名城，郑州名落孙山。

及至 1990 年，国家下文，又
将公布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郑州又点燃了申报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欲望。这次我们从
多方面吸取第二批未被公布失
败的教训，又重新提出申报郑州
为历史文化名城。此举得到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次申报在市
政府领导下组织了由文化局、规
划局、建委、旅游局参加的申报
班子。

这次申报材料有各单位协

助支持，也已经具备了现代化拍
摄、制作的设备和手段，所以材
料准备比较充足而且质量较高，
为申报奠定了基础。1991年3月
份，申报文本和材料准备好后，
由市规划局、文化局先报送省建
设厅、省文物局审查。不久，省
建设厅、省文物局便行文同意报
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于是，市
建委和市文化局派人携带申报
材料直送北京建设部和国家文
物局，并作了详细的当面汇报。
同时，对参与历史文化名城工作
的部分专家，我们也专门分别造
访，送上申报材料，又对郑州的
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

1991 年 12 月，市规划局、文
化局分别向国家文物局和建设部
汇报一次。后得到消息，评委会
可能会在1993年召开，于是我们
加快了汇报和宣传的步伐，1993
年 3 月 21 日我们在《中国文物
报》上刊登了一个专版，全面系
统地介绍郑州的历史和文物情
况，广泛地宣传郑州，让更多的
人了解郑州。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市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大量
的宣传工作，最终，郑州作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得到了领导和
专家的认可。1994年1月4日，国
务院以国发[1994]3 号文批准郑
州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从此，郑州荣获了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殊荣。

今天的郑州，高楼大厦鳞
次栉比，到处闪耀着现代化大
都市的风采，她的“身高”不亚
于周边五六个省会城市。

可是，郑州在 100 年前还
称郑县，只是后来中国的两条
重要铁路——南北走向的京
广线（其中一段始称平汉路）
和东西走向的陇海线交会于
此，其地位才有所提升，改称
郑州。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
省会由开封移至郑州，这座城
市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政治
中心。

但是，当时郑州依然是一
个破败的小城。经济凋敝，民
生凄苦，房舍道路年久失修，

“路无三尺平，灯无三盏明”，
这一民谣形象地概括了当时
郑州的穷困面貌。

当时的城区局限于铁路线
以东极小的范围内，只有几条
还算像样的街道：解放路、德化
街、大同路，还有一马路、二马
路，其余都是狭窄的胡同。铁
路线以西就没有多少建筑，甚
至没有多少农田。丛生的野草
能疯长到一两米高，夏秋蝗虫
飞舞，冬春黄沙漫天，直到5月
份许多人还不得不戴着“风
镜”。那时汽车不多，但每当汽
车从土路上驶过，总要掀起滚
滚沙尘，久久不能散去。

那时，城区里最高的建筑

就是“二七广场”西侧的新华
书店，只有3层。“二七纪念塔”
虽然要高一些，但它还不是一
座真正的建筑，而是用木条钉
成的塔形建筑物。据说，当时
来了几个“苏联专家”，断言郑
州不能建造高层建造，原因是
郑州的“沙质土壤”。3层的新
华书店，据说就是那时郑州的
身高。

到了60年代初期，新华书
店西侧建起了“手工业大楼”，
4层，则是那时郑州的身高。

到了60年代中期，中原路
南侧建起了市政府大楼，7层，
则是那时郑州的身高。

到了70年代，火车站对面
建起了中原大厦，18层。则是
那时郑州的身高。这个高度
颇使郑州人自豪了一阵子。

和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
郑州的经济随着改革开放脚步
的加快而突飞猛进，郑州的身
高，也如俗语所讲：芝麻开花节
节高。很快，火车站东南的“格
陵兰”大厦就超越了中原大厦；
后来，市政府西侧的“裕达国
贸”又拔得头筹。如今，已经很
难说哪座楼房是郑州的第一高
度，因为明天或许就有一座新
楼竣工而超越它。

据说，郑州南郊的“福塔”
目前是郑州的第一身高。谁
知道明年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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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于晓兴（郑州市文博专家）

郑州的“身高”
□刘福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