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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你走进中原区华山
路 78 号白鸽集团大院时，相信你
的脑海中很快就会闪现“宽敞院
落、高大树木、荫凉树荫、宽大厂
房、高耸烟囱等”字眼，因为在城
市快速发展的节奏中，这里少了
一份城市的喧嚣，多了一份城市
的宁静，这就是名噪一时中国第
二砂轮厂。如今，她已经被定级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了解，1953年，第二砂轮厂
（原名中南砂轮厂，1962年改名第
二砂轮厂）筹备处在武汉成立，同
年 9 月迁至郑州。1964 年建成投
入生产。1983年经机械部批准二
砂与深圳机械工业公司、中国机
械进出口公司广东分公司合资经
营“中国第二砂轮厂深圳联合公
司”。据《二砂厂志》记载，二砂厂
房、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都是按
照东德标准建设的。建设期间，
东德专家曾提出书面建议 2978
条，要求十分严格。建成后的二
砂厂区东西长 1356 米，南北宽
734 米，面积约 1 平方公里。工厂
设计方案由6个生产车间、2个辅
助车间和 2 个动力车间组成，装
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各栋厂房
内外经过精心设计，且各栋厂房
之间有架空廊道相连，使整个厂
区形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
系的整体。尤其是陶瓷砂轮制造
车间，建筑面积 74376.8 平方米，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弧

形锯齿式屋顶，是二砂最大、最富
有特色的厂房。作为现代工业大
发展时期的重要见证，风格独特
的二砂厂区内德式老厂房等工业
遗存，已被郑州市列入优秀近现
代建筑保护名录、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厂区交通优势明显，紧邻
中原万达城市商圈。厂区绿化率
高，常年绿树成荫，是难得的“城
市中心花园”。

厂区内还存留有龙门钢架、
烟囱、高架管道等独具特色的构筑
物和附属设备，并有完善的地下防
空设施，极具现代工业美学价值，
富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特
色，可以成为未来环境景观塑造中
的重要景观构成元素，并开发成独
具特色的旅游参观项目。创意产
业文化的引入，将引起对工业历史
文化的重新重视和思考，成为延续
和发扬工业文化的新契机。

今年 3 月 25 日,总投资 18.5
亿元的 1953 文化创意园项目开
工建设。将利用原二砂厂工业遗
址中的近现代优秀史迹建筑，融
入“艺术、时尚、创智、生活、记忆”
等文化元素，规划为文创活动区、
艺术休闲混合区、文创商务办公
区、中央绿色大道、文创配套服务
区等，将被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文
化创意产业园，将文化创意产业
与工业旅游结合起来，建设中原
区域文化艺术、旅游消费、休闲娱
乐的新地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文化产业实现新跨越。近年来，中原区根据辖区实际以及未来郑
州市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的落成，全区文化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要求，积极谋划文化、创意、旅游等新型业态发展，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把全区打造成郑州
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高地。用全域旅游的思路统揽全区文化产业发展，在学习借鉴、挖掘梳
理、布局激活各类自然资源、历史遗产、人文元素的基础上，形成城市＋文化＋旅游共同发展
的局面，全面提高文化产业在全区经济中的比重，为全区经济的结构性转型贡献力量。
记者 董占卿 柴琳琳 通讯员 乔丽阳

始建于清咸丰九年（1859
年）的保吉寨，位于中原区西流
湖街道赵坡村，南北长 220 米，
东西宽150米，面积为28000平
方米，周围寨墙大部分尚存，保
留有南寨门、青砖砌墙、拱顶、
木质寨门。宅门顶部南侧书有

“保吉寨”三个大字，是郑州市
目前唯一一个基本保留中原土
寨风貌的村落。

保吉寨是在时任鲁山县
教谕宋应午倡议下修建起来
的，已有 150 多年历史。保吉
寨版筑土寨墙底宽 10 米、上
宽 5 米、高 10 米左右，墙上遍
植酸枣圪针。上世纪 30 年代
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因寨
内驻扎冯玉祥的一个连队，
而受到对方枪击炮轰，至今

寨墙上仍可发现弹孔。清代
之前，保吉寨最初的居民在
西侧沟下利用高差建造窑洞
并在此居住。1944 年，日本
军队占领郑州后，曾有 100 余
人的日本军围困保吉寨，终
因保吉寨坚固可守，最后日
军落荒而逃，保护了寨内外
2000 余 群 众 的 生 命 安 全 。
1958 年，修建常庄水库时把
寨门拉走，后由当地群众把
寨门运回保吉寨安装好并保
留至今。1990 年，当地群众
对寨门进行修缮，并恢复了
被拆掉的关帝庙和女儿墙，
修建了水泥台阶。

保吉寨位于郑州市中心辐
射区，紧邻郑州市行政文化中
心、常西湖城市生态公园、南水

北调生态公园、中原西路生态
廊道，结合国内成功案例，交通
便利，环境优越，资源优势明
显，可参照成都宽窄巷子、乌镇
等国内成功案例，准确定位、合
理开发，以实现资源向效益的
顺利转化。

通过整修寨墙、寨门和原
有街道，打造和展示中原土寨
文化，将保吉寨规划建设成融
民俗展演、居民文化、民俗活
动、商贸旅游等四个功能为一
体的历史文化旅游区。

目前，已委托郑州大学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做相关的保
护规划和概念性规划。下一步
首先是要做好城寨的维护和修
复，同时在保护的基础之上，进
行合理的运作与开发。

在中原区辖区内，各个时期
的遗址众多，目前，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6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0处。根据省、市、区规划设计，
不久的将来，在白寨文化遗址、马
庄文化遗址等文化遗址上，呈现
在市民眼前的将是不同文化背景
的遗址公园。届时，市民在此休
闲、放松心情的同时，又能与古人
来一次穿越几千年的“对话”。

白寨遗址于2008年6月16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
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遗
址包括坟上部分和白寨部分。
坟上部分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坟
上村南侧，南临须水河支沟，面
积17.5万平方米。白寨部分位
于郑州市中原区白寨村南的须
水北岸东起高架引水渠，西至须
水支流李沟，面积约33.11万平
方米。白寨村整个叠压在白寨
文化遗址上部，部分被新建的厂
房占压。白寨遗址位于郑州西
部郊区的低山丘陵区，此遗址的
文化内涵较为丰富，文化堆积比
较浓厚，为多时期的文化遗址，
有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商代

及东周时期遗存，历史与考古价
值比较重要。该遗址的发现，对
于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的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
保护与利用的原则，白寨文化遗
址公园规划以园林植物景观为
特色、遗址文化为底蕴，突出商
周文化与陶文化、寓教于乐为目
标的城市遗址公园。公园景观
空间布局为“一带、三区、多
点”。“一带”指沿须水河的滨河
景观带；“三区”指遗址公园分为
三个景观分区：白寨仰韶文化遗
址区、商周文化遗址区、中原文
化展示区；“多点”指多个景观节
点：包括入口广场、聚落场景复
原展示、商周文化雕塑、商周文
化广场、仰韶文化遗址保护与展
示、仰韶文化广场、中原文化展
示长廊。

马庄遗址于2006年被河南
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马庄文化遗址位
于郑州市西郊马庄村东北约 1
里处。该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
的龙山文化遗址，从发掘的部分

遗物特征看该遗址有河南龙山
文化晚期向二里头文化一期过
渡的遗存，这对研究龙山文化晚
期向二里头文化一期过渡的遗
存的分布以及探讨早期夏文化
等学术热点问题有很大帮助，无
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基于马庄遗址及其周边环
境的保护与利用的原则，马庄
文化遗址公园规划以园林植物
景观为特色、遗址文化为底蕴，
突出龙山文化与农耕文化、寓
教于乐为目标的城市遗址公
园。公园景观空间布局为“两
带、六区、多点”。“两带”指沿须
水河的滨河景观带和文博大道
两侧的城市景观带。“六区”指
遗址公园分为六个景观分区：
主入口区、考古体验区、龙山文
化遗址展示区、农耕作物科普
体验区、农耕工具体验区、农耕
历史文化体验区。“多点”指多
个景观节点。规划不同的景观
节点，包括：入口广场、考古体
验现场、遗址展示区、陈列馆、
二十四节气广场、农耕历史文
化长河、雕塑广场等。

上世纪 50 年代，郑州国棉
一厂、国棉三厂、国棉四厂、国棉
五厂、国棉六厂，这些由苏联专
家设计的具有鲜明风格的庞大
苏式建筑群，是当时郑州的标志
性建筑。目前，国棉三厂是仅存
的苏式风格建筑群。国棉三厂
内还保留有30余栋苏式风格的
住宅楼，结构依然完好。住宅楼
带有明显苏式风格，方正的楼
体，斗篷式大屋顶。外墙粉刷成

浅白或米色，露出青砖“筋骨”，
华美中又不失庄严肃穆，被列入
郑州市优秀近现代建筑。

作为郑州这座纺织城重要
的标志之一，是名副其实的“郑
州记忆”。2009年，国棉三厂作
为“郑州纺织工业基地”被列入
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
8月，郑州市决定依托国棉三厂
生产厂区系列建筑，规划建设

“郑州纺织工业博物馆”。

以郑州市在国棉三厂原址
上建造郑州纺织工业博物馆为
契机，可打造一个以纺织工业遗
址博物馆为起点、贯通棉纺西街
生活区、以建设生活区大门为终
点的精品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一
个电子商务、高端广告、电影出
版、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新兴
产业的汇聚中心。作为配套，将
苏式老房变身为别具风格的设
计酒店、青年酒店。

发掘历史遗址 打造文化厚重中原

借助苏式建筑群 打造历史文化街区

利用厂房厂院 打造文化艺术新地标

郑州纺织工业博物馆鸟瞰图

二砂文创广场夜景图

保吉寨鸟瞰图

依托古寨城址 打造文化旅游产业

盘活各类文化自然资源，助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古寨、苏式建筑群……
中原区充满“文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