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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国家开始实施“一五计
划”，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在郑州投资1.76
亿元建设5个大型纺织厂。棉纺业是新
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实业，国家的重视
程度可想而知。这个重要项目最终落户

在了郑州西郊，也就是后来的中原区，那
里当时还是一片荒地。

1953 年，郑州国棉一厂开建；1954
年，郑州国棉三厂开建……到 1958 年，
短短5年的时间，5家纺织厂就在这片荒

地上铺展开来，加上“豫丰纱厂”改制而
来的国棉二厂，6 家国棉企业宣告完
工。这6家棉纺厂加起来的面积比当时
的郑州市区还大。轰轰烈烈的纺织事业
就此展开。

说起中原区的历史，棉纺厂不可
略过，它是中原区和老郑州的响亮名
片。每当走在西区的路上，总会有些
红顶白墙的苏式建筑提醒着人们那
段辉煌：那时候的棉纺厂闻名全国，
生产能力惊人，还有着全郑州最漂
亮、最时髦的姑娘，棉纺工人的岗位
象征着荣耀与稳定……

时过境迁，原来国棉厂的土地上
现在矗立起了西区新地标：王府井商
场，而锦艺、方圆经纬等几个大的生
活社区也都热闹非凡，新老交替有时
会让人感慨万千。

棉纺厂的历史从1953年开始，
当时国棉一厂开建，到如今也有63
年了。63年的时间让这段历史已足
够久远，久远到我们可以回忆，可以
品味，也可以大致梳理出它的脉络。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国棉一厂、六厂
一厂和六厂现在已是高楼林立的锦艺

城，还有一个闻名全郑州的王府井商场。
王府井商场对面的国棉一厂家属院，还

留存着纺织工人生活的一些风貌。家属院里
的菜市场，新鲜、品种全、价格低廉，附近居住
的许多人都愿意多走几步路到这里买菜。

天气热了，这里的夜市也开始热闹起
来，小龙虾、烩面、烤串……浓浓的烟火气息
不仅没让人觉得呛鼻，反而多了些生活本来
应有的感觉。如今我们也只能从这些破旧
的楼房、熙攘的人群中找回一些当年棉纺工
人生活的片段了。

国棉三厂、四厂
三厂、四厂分别迁往中原纺织工业园区

和中牟县白沙镇。
原三厂厂址上建起了容纳几万人的方

圆经纬小区。小区刚建成时，不时有一些上
了年纪的纺织工前去观看，一位七旬老太常
常在新楼前驻足，一遍一遍地告诉着新小区
的人们，这是她们曾经的厂房。

2009年6月，郑州市政府将郑州国棉三
厂厂门、办公楼、核心厂房等苏式建筑确认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将依托这些老建筑
建设“郑州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如今，方
圆经纬小区门前保留的几座苏式风格厂房，
就是这个遗址博物馆中的一员。这些明显
带着历史沉淀的建筑物，与身后的小区大
楼形成了强烈反差。

国棉厂的土地，在以各种方式重新焕发着
生机。

国棉五厂更名“郑州豫欣纺织有限公司”。

再叙国棉厂的旧貌新颜

国棉厂的现在

王府井对面的一厂夜市，热闹依旧

工厂建好了，就需要大量熟练的
技术工，但当时河南并没有多少熟练
掌握纺织技能的工人。针对这个难
题，国家从苏、沪、浙等地抽调了大批
女工，后来又从商丘、周口等地急招大
批女青年当学徒。正是这些纺织女工
的到来，让这片有些荒凉的土地开始
有了生机，西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热
火朝天地发展起来了。

国棉厂在当时的郑州有多重要，
看看这个就知道：天然气引入郑州，
首先保证供应的就是棉纺企业家属
区，第一批享受到集中供暖的也是棉
纺职工家属楼。郑州开通的第一条
公共汽车线路，始发站就是国棉一
厂，终点站是二七广场。而配套的医
院、中小学、电影院，5 年的时间便铺
满了当年的西郊。1958 年几个国棉
厂全部建成时，西郊人口已经达到了
17.4 万。

当时，棉纺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将
近 60 元，比机关干部的平均工资还要
高 10 多元。老人们回忆说，由于收入
高，有社会地位，“纱妞”成为机关年轻
人竞相追逐的目标。当时的人都以娶
到纺织女工为荣，姑娘们能谈到一个
棉纺厂的男朋友，也是十里八街传遍
的好事。

当时的几个国棉厂，实际上也是
有差别的。一句民谣很好地概括了：
一厂马路、三厂楼，四厂平房碰破头，
五厂污水到处流。

原来，建四厂时，国家开始提倡
“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基建费用比
三厂少了六七百万元，住房都建成了
平房。

而五厂、六厂用的都是四厂的图
纸，也比较简易，特别是五厂地势
低，污水管道没处理好，所以“污水到
处流”。

据资料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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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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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亿元，税金 9463 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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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成为郑州市第
一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曾
经贡献了整个郑州六成的税收。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开始占据主导
地位，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体制下的棉纺厂越
来越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大锅饭制
的郑州纺织企业慢慢衰败下来。

业绩 曾贡献整个郑州六成的税收

建设 6家棉纺厂 加起来比当时市区还大

国棉一厂 资料图

棉纺路和建设路周边，这种苏式建筑随处可见

棉纺路上的郑州三棉厂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