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
兴。去年以来，郑州全力打造“青年发展
友好型标杆城市”，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融
入城市发展战略，围绕建设“青年宜居之
城”“青年兴业之城”“青年幸福之城”“青春
活力之城”，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关
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充分激发青年群
体的强大创造力和创新力，让城市对青年
更友好，让青年对城市更有为。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文
马健 王秀清/图

10多万年前
早期人类在

郑州繁衍生息

3万年至5万年前
老奶奶庙遗址

1万年前
李家沟遗址

8000年前
裴李岗遗址

6000多年前
大河村遗址

5000多年前
双槐树遗址（河洛古国）

3800年前
夏文化新砦遗址

3600年前
郑州商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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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文化堪称文明渊薮
济济青年正值人生之华

古老又年轻

郑州的考古大发现延伸了中华文
明的历史轴线，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历
史信度，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
活化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场景，廓清了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由旧石器到新石器，由游牧穴居
到聚落城池，由农业形成到行业分工，
由城邦国家到一统王朝，郑州是完整
经历并参与创造这一进程的地区，成
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生生
不息的最主要实证地之一，是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和主
根主脉所在地，拥有展示中国早期文
明和中华文明5000多年薪火相传、连
续不断的独特资源。

开创最早版筑城池的西山古城开

启中国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是迄今发
现的中国北方年代最早的城池，成为中
华文明发轫的坐标；奠定宫殿建筑格局
的古城寨城池，是已知中国4000年以
前古城群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城池，更为
人们寻求黄帝部落带来希冀……

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热
土，目之所及皆是文化，手之所触均是
历史。

王城岗、新砦、郑州商城、小双桥
4处夏商王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博
物馆群+大遗址公园”全景式展示等，
活化文物资源，共享文化遗产，让历史
馈赠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部分，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
强城市的文化力量。

五一假期，从外地回郑州探亲的
小天，专门陪着爸妈一起打卡了郑州
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郑州商城自建成代代沿用，3600
余载，人脉不断，城址不移，这是世界
城市发展史中的孤例。2004年入列
中国八大古都的郑州，以商城3600
年的“高龄”，被称为“少年老城”。

透过郑州商代都城所携带的数
千年城市文化基因，我们循着考古发
现的足迹，寻觅郑州的发展密码。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文 李焱/图

中心城区3600年人脉不断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城市中心区，最初

发现于 1955年，城池始建距今约 3600年，总面
积达 25平方公里，是商朝前期都邑亳都所在
地。1961年，郑州商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商城遗址被
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

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被认为是一代商王
仲丁所迁的隞都。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建立
周朝之后，封其三弟管叔鲜于管，建立管国，也
是今天的郑州管城区，为当时周朝之东方重镇。

东周时期，这里先后分属于郑、韩两国。
在战国文化层中出土大师戳记陶文，其上“亳”
字，为郑州商城“亳都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秦汉时期，郑州先后归秦之三川郡和汉之
河南郡，两汉时期，当地均为中牟县管辖。东汉
以后，“管邑”之名逐渐为“管城”代替。隋开皇
三年（公元583年）改荥州为郑州，一直是区域的
政治和文化中心。

唐宋时期，伴随洛阳、开封相继为都，郑州
作为沟通两京之间的节点、枢纽，行政地位大
幅提升，再次成为区域政治文化的中心。

明清时期的郑州城，也就是现今的郑州老
城，城内为四门丁字形大街的格局，一直延续
至今。

郑州商代都城这座3600年前的商代王都，
历经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至今演变为
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历史与现代共荣共生、
交相辉映，堪称世界城市发展史中的奇迹。

2021年 10月，“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终评结果出炉，郑州市3个项目入
选，除了郑州商城遗址，另外两个是新
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商
城遗址助力郑州跻身中国八大古都，
双槐树遗址让人们看到 5300年前后
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
影响力，裴李岗遗址则揭示了锄耕农
业的发展进程。

考古，让文物资源丰富的郑州，不
断以新面目示人。据统计，郑州现拥有
世界文化遗产2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83处、省保单位147处、市保单位
231处，各类文物古迹和不可移动文物
近万处，文物数量和规模位居全国城市
前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总数
增加到15项——它们，以独特的方式

共鸣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脉动。
距今 10多万年前，早期人类已经

在郑州繁衍生息；距今3万年至5万年
的老奶奶庙遗址为进一步确定东亚现
代人类主体起源于本土提供了确凿证
据。在郑州这片历史沃野上发现的旧
石器遗址，目前已达400多处，展现了
中华先民由原始人向现代人迈进的完
整历程。

新石器时代，从 1万年前的李家
沟遗址到8000年前的裴李岗遗址，从
6000多年前的大河村遗址到 5000多
年前的河洛古国，从新砦遗址夏文化
的肇兴到郑州商城的王都气象，郑州
历史文脉不断，延绵有序，从我国多元
发展的文化格局中脱颖而出，最早显
露出华夏文明的曙光。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见证

5000年不间断文明的实证地之一

青年有活力，城市才有动力。
“我和室友去了少林寺，看了《禅宗

少林·音乐大典》实景演出，在禅意中感
悟天地之大美、山河之壮丽，还打卡了郑
州美术馆、河南科技馆，感受文化气息和
科技魅力，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充实，郑州
好玩好看的地方太多了。”5月 4日，中原
工学院大三学生李响和同学交谈着五一
假期出行趣事。

据不完全统计，刚刚过去的五一假
期，郑州共接待游客916万人次。从热门
景区到小众景点，在郑大学生的身影随处
可见，更让郑州这座常住人口平均年龄
34.7岁——全省“最年轻”城市名副其实。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郑州人，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大四学生李韦毅用“很有文化、
很有活力、很能包容”来形容当前的郑州。
“我表哥目前在山西读大学，毕业后想来郑
州，我就把郑州青年人才驿站的申请流程
发给他，没想到只用了两天时间，他就申请
成功了，非常便捷。这些贴心举措，让我们
真切感受到郑州招才引才的信心和决心。”

李韦毅表哥申请的青年人才驿站高
新宜居万达广场店位于高新区郁香路37

号，于3月31日启用。该驿站紧邻高新万
达商圈，娱乐、购物、交通等生活设施配套
完善，房间设施设备齐全，服务十分贴心，
可以“一站式”满足青年人才在工作、学习、
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与青年人才驿站高新
宜居万达广场店同时启用的共有8家，主要
分布在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区、惠
济区、郑东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等，可提供
床位777个。5月31日前，还将在全市16
个区县（市）再投用21家青年人才驿站，可
新增床位2629个。6月份至今年底，将陆
续投用 16家青年人才驿站，可新增床位
2000余个，最终全市将建成投用45家青年
人才驿站，总床位数可达5400余个。

青年人才驿站的启用，只是郑州大力
实施青年创新创业行动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郑州致力于打造“青年发展
友好型标杆城市”，加快完善青年优先发
展、促进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和载体平
台，全域布局人才公寓，推出了在全国城
市中具有竞争力、含金量的人才新政，涵
盖了创业补贴、住房补贴、科技金融支
撑、人才“一站式”服务等事关青年创新
创业、就业生活的全周期全过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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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历史文脉

34.7岁“青年”郑州为人才打造温馨的家
2007年从新乡考入郑州大学，经过 7

年本硕连读的魏晓龙，毕业后入职中铁装
备集团。他说，16年间，郑州给了他前行
的勇气和决心，更给了他足够的爱意与温
暖，他要用智慧和汗水，在郑州这张城市画
卷上留下自己的青春色彩。“刚入职时，面
对盾构机这个庞然大物，我什么都不懂。
但我坚信，只要肯学习、肯钻研，没有攻不
下的山头。随后的日子里，我不断努力，攻
下了一道道技术难题，现在有了自己的技
术团队。”

现在的魏晓龙在郑州遇到了携手一生
的爱人，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工作
之余，他可以一家三口自驾回新乡老家，和
亲人团聚；也可以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去郑
州近郊网红打卡地游玩。“久而久之，郑州
给予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强烈。”

95后李燃是南阳人，大学就读于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选择留郑，她说郑
州最吸引她的就是“这里很多元，无论你
是哪个专业，从事何种职业的年轻人，都
能在这里找到代入感，实现人生理想”。

李燃说，用手机打开微信小程序，想
看演唱会、音乐会、戏剧相声表演，或是脱
口秀，都能很快买到票。不仅如此，还可以
上午去河南艺术中心听场音乐会，中午钻
进面馆，点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烩
面，吃饱喝足后坐上地铁，再赶到郑州
CCD郑州眼下，和几个朋友吹着小风喝酒
撸串，感受郑州夜生活，无比惬意。

留得住青年，就要想青年之所想。
为满足青年多元化需求，郑州拟筹建青
年影院、青年书店，打造集思想引领、青年
交友、创业就业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青年
阵地，还将举办“青年华服节”“青年音乐
节”“动漫文化节”“街舞大赛”“电竞大赛”
等系列青春主题活动，优化青年发展生态，
激发青春能动力和创造力，全力建设“青年
发展友好型标杆城市”，让更多青年人才选
择郑州、留在郑州、扎根郑州。

“郑州给予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越来越强烈”


