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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城中村记忆系列 之 七

辉煌一时的纺织大世界

昔日的郑州纺织大世界

与时俱进的牛寨人并没有停
下脚步，而是加入时代发展的大
洪流之中。根据政府城市规划，
2014 年，政府将西站路、西站北
街、棉纺北路、秦岭路、东陈伍寨
街、董寨西街、冉屯东路、朱屯路
和桐柏路围合的区域作为新的改
造范围，用地面积 73.28 公顷。规
划范围内将设置幼儿园 4 所、小
学 1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2 处、社
区居委会 2 处、治安联防站 9 处、
社区服务中心 1 处、菜市场 1 处、
垃圾转运站 1 处和社会停车场 2
处。改造后，牛寨也将建成一个现
代化的都市村庄。

牛寨的拆迁重建不仅有利于改
善村民的居住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还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管理体制，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重建后的牛
寨将会跟随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
伐，为郑州的“国际化商都”建设贡
献一份力量。

牛寨隶属于中原区桐柏路
街道办事处，面积虽小，却也经
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变迁。它的
得名有两个传说，都和闯王李自
成有关。

相传明崇祯年间，闯王李自
成率农民起义军与明大将洪承
畴在郑州一带大战。一日，李自
成率兵经此，战马停蹄，长鸣不
行。探马向闯王禀报说，此地有
一关帝庙，李自成认为战马长鸣
是关老爷显灵拦马所致，即下马
进庙烧香拜谒。

李自成许愿，请求关老爷保
佑此战一举攻下郑州，定重修庙
宇，再塑金身。也许是关帝保
佑，李自成于明崇祯十五年（公
元 1642 年）五月初四攻占郑州，
闯王不失前言，拨款命军中一牛
姓头领来此扩建关帝庙，再塑关
爷金身，封此寨为牛寨。

还有一个传说是明崇祯年
间，李自成率兵经此，落马摔
伤 ，曾 到 该 村 一 火 神 庙 内 养
伤。李自成攻占郑州后，拨款
命牛某人主管重修火神庙，并
在该村四周修筑寨墙，改村名
叫牛寨。

从那时起，牛寨的村民就开
始在这里繁衍生息，直至今日。

牛寨的居民也有一部奋斗史，他们
在商业领域大胆尝试，在各行各业都取
得了斐然的成绩。

1989 年以前，村民以出租房屋为
生。1989 年，创办天峰经济发展公司。
1990 年又建汽车修配厂、果品批发
站。1991年又办起毛皮厂、深圳中原高
档 沙 发 厂 ，是 年 产 值 达 千 余 万 元 。
1992 年又办制衣厂、空调设备厂、商业
采购站，并与江苏一私营企业合股办起
金牛机房设备厂。

上世纪50年代，郑州开始进行大规
模的纺织工业建设，国家先后投资 2 亿
多元建成了国棉一厂、二厂、三厂、四
厂、五厂、六厂6个大中型棉纺织企业及
与之相配套的大型印染厂、纺织机械
厂、纺织器材厂等企业，于是有了10万
纺织产业大军。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因为市区内没
有棉纺市场，有人就搭个棚，站在马路
边开始卖布,销量还不错，在友爱路慢慢
形成了一个棉纺市场。几百米长的友
爱路，一下聚集了近千家商户。

1991年，郑州市提出“退路进场、还

路于民”，决定取缔包括友爱路棉纺市
场在内的马路市场，而牛寨村表示愿意
接受友爱路棉纺市场迁入。

于是，1995 年 4 月 22 日，牛寨村村
委会投资 6500 多万元建成的郑州纺织
大世界宣告开业。市场占地90亩，建筑
面积 5 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商户 1100
多家。

纺织大世界定位精准，又以物美价
廉闻名，经营情况可以用火爆来形容。
当时的生意好到什么程度？商户刘满
囤介绍说：“跟捡钱一样，每天数钱都很
累。”商户最多时达到了2000多户，来自
广东、江苏、浙江的布料汇集在这里，又
从这里批发到四面八方，货物辐射到甘
肃、辽宁、吉林、湖北、安徽、山西、山东
等地，一跃成为中西部最大的纺织品批
发市场，年交易额曾经达15亿多元。“要
想发，搞批发。要想富，就卖布。”这句
话也成了上世纪 90 年代在郑州纺织大
世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现在，郑州纺织大世界因为拆迁，已
经慢慢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它的发展也
见证了郑州作为纺织名城曾经的辉煌。

“您好，桐柏路牛寨到
了……”在桐柏路西站路
交会处，有个公交站点叫
牛寨。牛寨是个自然村，
它很牛，这不仅仅是因为
它的地理位置优越，还有
家喻户晓的纺织大世界也
在这里。许多老郑州人肯
定知道，当年家里买个床
单被罩，不管有多远，肯定
是要跑到郑州西郊的纺织
大世界去买，因为品种多
又便宜，而纺织大世界正
是牛寨村出资建设的。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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